
2023年生态养殖协会工作总结(通用5篇)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生态养殖协会工作总结篇一

我们认真贯彻县街道有关畜牧业发展精神，围绕县畜牧局提
出的“创大县”目标，发挥协会的积极作用。协会在畜牧业
法律宣传、规模养殖场观摩，新型养殖技术培训，动物疫病
防控等方面做大量工作。

今年以来，协会配合县畜牧局在畜牧养殖小区建设规范饲养
管理程序，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的施等方面做了大量地工
作。邀请县畜牧局动防所领导到养殖小区为协会会员讲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知识，使养殖协
会会员从思想上提高了认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中规定的内容，做到依法养殖。

今年以来，协会配合县街道畜牧兽医部门开展“贯彻《动物
防疫法》推进依法防疫”主题活动，坚持预防为主“二十四
字”防控方针，组织会员在常年防疫基础上，开展了春季动
物防疫突击行动，和夏季集中监测，补免和消毒行动，取得
良好的效果，通过以上行动，养殖小区无疫病发生，生产发
展成果得到有效保护。

在组织会员推进畜牧规模养殖同时，大力推进生态健康养殖，
通过开展生态健康养殖示范活动，增植建设一批符合标准化
生产要求的现代化、标准化、生态养殖示范场，实施“规模
养殖，综合治污”推行生态环保型现代畜牧业。



协会在各上级业务部门指导下，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社会
化程度不断提高，会员的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强阶。

生态养殖协会工作总结篇二

博树回族乡地处阆中市东北部，与阆中市文成、东兴、清泉
和苍溪县云峰等乡镇接壤，辖8个行政村33个合作社，幅员面
积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840亩，总人口7366人，其中回
族3635人，占比近50%，是南充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乡内有
保存完好的始建于乾隆六年的清真寺一处，距今已有276年历
史，它是全乡^v^的宗教活动场所。

(一)加强领导，提高思想认识

一是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市上动员会后，我乡庚即召开党
委扩大工作会议，成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制定实施方案，召开全乡农村环境集中整治动员会，细化
举措，认真摸排，明确任务，严把时间节点，狠抓落实。要
求全乡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务必高度重视，行动上务必全力开
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二是严格落实，按期完成。先后
多次召开“两委”干部整治工作推进会和进展情况汇报会，
集中思想，提高认识，强化措施。实行驻村领导包干负责，
各项目分管领导、驻村乡干部及村社干部齐抓共管整治，会
上针对各村整治工作汇报情况，各项目分管领导就存在的问
题提出推进整改措施，主要领导作重要强调，会后及时到村
督促推进整治靠后的村和项目，有力推进了全乡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

(二)强化宣传，营造浓厚氛围

一是制作宣传布标20多条，在各村村委会及要道口悬挂;二是
利用各村广播大力宣传乡村振兴战略;三是环保分管领导及环
保办多次利用逢场天或中午通过宣传车进行集中宣传，有力
控制了我乡辖区秸秆禁烧、污水排放及杂物燃烧等污染环境



的不良行为;四是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利用群众坝坝会，大力
宣讲乡村振兴战略及脱贫攻坚成效，通过感恩教育等形式，
赢得群众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大力支持和认可;五是充
分利用各村公益性岗位人员，分段负责开展村社道路及公共
区域环境卫生整治和垃圾清运处置工作，对环境差的个别户
集中队伍突击整治并开展思想引导教育，使得辖区环境美好，
赢得了脱贫攻坚等各级检查组领导认可和肯定;六是大力宣传
河长制工作，乡级河长、河长办及村级河段长坚持巡河检查，
发现污染等问题及时督促整治，并适时由河长办统一安排集
中保洁船只和保洁员开展河道彻底打捞，使得我乡东河及滥
泥沟两河道干净清爽，使得我乡环境山清水美。充分营造了
我乡农村环境整治的浓厚氛围。

(三)狠抓落实，改善人居环境

(四)强化考核，跟促推进落实

乡党委政府根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求，结合脱贫攻坚
工作，加大对我乡人居环境集中整治督导检查力度。一是督
促各帮扶单位帮扶干部对所联系的户，严格落实个人及其户
内户外环境卫生整治等7包包干制;二是各驻村领导及乡村干
部集中研究落实整治，并包片推进落实;三是充分利用各村公
益性岗位人员、护林员等集中开展村社道路及公共区域环境
卫生整治，垃圾池清运处置，实行公益性岗位人员严格考核，
采取能上能下聘用原则;四是由各村安排劳务集中疏通道路边
沟、清杂排障，以村为单位整治道路及堰塘山体梭坡崩溃泥
石流等，畅通辖区交通环境，并纳入季度安全工作考核，年
终实行分值量化考核工作经费;五是各村村级河段长坚持日常
巡河保洁常态化管理机制，乡河长办结合汛期灾情等特点对
河道集中打捞船只和保洁人员开展彻底打捞保洁，使得我乡
河道干净清爽，同时政府将此项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各村年终
考核。

根据我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看来，还存在以下



问题和困难：

一是农村环境整治工作行业主管牵头部门到乡指导少。

二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任务文件只下达整治项目及建设标准，
但无资金来源或投资计划文件。

三是乡镇财力薄弱，且市财政运行紧张，市上为解决发展遗
留与新发展问题继而捆绑使用全市乡镇财政资金，导致乡镇
项目资金和相关工作经费因财政过度紧张不能到账，使得乡
镇难于落实一些大额整治项目;部分项目虽已落实整治，但缺
乏政策性项目补助资金。

我乡将继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要求，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政策和方案，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产业，努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生态环境。

一是全市上下要继续强化宣教和引导，统筹脱贫攻坚工作，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大力开展感恩教育，努力
提升干部群众文化素养，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政治纪律和作风
建设。

二是市上要再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来源或下达投
资计划文件或财政奖补政策，利于整治项目更好更快推进落
实，不给省市考核验收工作拉后腿。

三是市上要督促各整治项目牵头行业主管部门到乡镇指导相
关工作，便于及时协调处理乡镇整治项目推进中的矛盾困难
问题。继而有力推进和顺利实施全市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项目工作。

四是要结合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际，经市政府研究由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下达必要的保洁等公益性岗位人员名额，使



得乡镇生态环境整治更加保障。

生态养殖协会工作总结篇三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v^同志为核心的^v^从战略和全
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当前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
要抓手。前期通过深入贯彻落实^v^、^v^决策和省市区委、
政府各级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
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仍存在工
作进展不平衡、内生动力激发不够、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氛围还不够浓厚、动员群众参与不充
分等问题。此次攻坚行动，各村、各相关部门要通过广泛动
员各方力量、优化整合各种资源，集中整治农村环境脏乱差
问题，以干净整洁的环境促进农村落后生活习惯的改变，加
快乡风文明建设，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深入推进，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坚实基础。

按照中央及省、市、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求，继续深
入农村“五化”、“七改”。结合我镇实际以清理农村积存
垃圾、清理村内河塘沟渠卫生、清理畜禽养殖粪污及农业生
产废弃物、清理乱堆乱放、清理乱贴乱画、清理家庭室内外
卫生及厕所卫生为重点，通过全力开展集中攻坚行动，逐步
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保持村庄清洁、家园干
净。

(一)全面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1、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彻底清除陈年生活垃圾。在全镇开展
大扫除、大清洁、大整治活动，彻底清除陈年生活垃圾，建
立常态化整治清洁制度。清理镇域内两条省道路面、路肩、
边沟的生活垃圾、残草杂物、堆积物、塑料袋等。清除公共
活动场所、沿村公路、村道沿线、入户道路和农户房前屋后
等残草杂物、积存垃圾、塑料袋等生活垃圾。村负责动员村
民定期对庭院、室内开展扫除，对庭院内的生产生活垃圾，



及时进行清理;清理农户之外私搭乱建、乱堆乱放。(牵头单
位：镇综合执法办公室，责任单位：各村、桑德环卫)

2.巩固城乡环卫一体化成果，提高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能力。
积极推广引导村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具备回收价值的塑
料等垃圾应回收，不能回收的垃圾，各村通过村规民
约、“门前三包”等方式明确村民的责任和义务，引导村民
自觉将垃圾倒入垃圾桶;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做好对桑德环卫公
司的日常管理、考核，实现垃圾日产日清。形成齐抓共管、
联合治理的良好局面，提高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能力。(牵头单
位：镇综合执法办公室，责任单位：各村、桑德环卫)

(二)全面清理河塘沟渠

1.清理河塘沟渠。各村负责清理房前屋后沟渠，保持通畅整
洁，无垃圾、落叶、泥砂等杂物沉积;组织动员群众投工投劳
开展村内河塘沟渠清淤疏浚;常态化开展水域漂浮垃圾、农村
污水坑、臭水沟等清理，消除黑臭水体，同时做好垃圾转运
和分类处理。(牵头单位：镇综合执法办公室、镇水利站，责
任单位：各村、桑德环卫)

2.治理农村生活污水。一是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监督检查
工作，严禁随意排放生活污水，做到街道污水排出;二是做好
调查工作，为下一步因地制宜确定治理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和
技术路线。(牵头单位：镇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保护办公室，
责任单位：各村)

(三)全面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

1.加强散养户管理。规范散养行为，各类畜禽实施圈养，避
免小家禽到街道、庭院、屋内等区域活动，避免造成粪便随
处可见现象的发生。引领带动全镇改变传统的散养模式，向
规范化散养方向发展。(牵头单位：农业农村服务中心，责任
单位：各村)



2.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按照《农药管理条例》
等规定加强执法，加强监督，加强监督，确保农药包装废弃
物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确保回收率80%以上、回收处置
率100%。(牵头单位：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责任单位：各
村)

生态养殖协会工作总结篇四

本学期我能够认真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和学习内容，例
如，业务学习，积极参加学年组的教研活动等。认真学习先
进的教学教育理论，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积极运用于教学
实践中去，使自己的教育教学水*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教学实
际工作中，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精益求精，乐观向上，教
书育人。

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评价一名教
师的基本点，为此我很看重这一点。

仅仅备教材这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备学生。古人云：“知
己知彼，百战不殆”。假使你对教材滚瓜烂熟，而学生不接
受或接受效果不好，这就是败笔。为此，在备课中，我还要
从学生的心里方面、知识掌握方面、兴趣培养方面等多角度
入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收到很好效果。

上课是完成教学任务的关键。上课时我严格遵守教师为主导，
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在课堂上为
了提高教学效果，我经常运用兴趣教学法，直观教学法，有
时甚至用讲故事等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教学效
果很好。

以上是我这个学期的教学工作总结，有很多不足之处，还待
今后工作完善。



生态养殖协会工作总结篇五

(一)圆满完成全年畜牧生产的各项指标。目前，全镇生猪存
栏28320头，出栏生猪21000头；大牲畜存栏4253头，出栏
牛2100头；山羊存栏18022只；出栏13500只；家禽存笼14万
羽，出笼12万羽。全年累计完成肉类总产吨，禽蛋总产量吨，
畜牧业产值万元。

(二)全面完成品种改良工作。完成猪人工授精1630胎(次)，
仔猪培育14670头，母猪存栏1259头。完成牛冻配1127胎(次)，
购买冻精颗粒1400份。

(三)狠抓动物防疫工作，保障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1、狠抓强制免疫工作。年初，与25个村委会、社区签定畜牧
业生产及重大动物疫病防治目标责任书，集中开展春秋两季
的动物免疫工作。严格按照“一畜一标一证一针一帐”五个
一的要求，坚持做到“五不漏”(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
漏畜、畜不漏针、针不漏量)，全年免疫注射猪口蹄疫苗万头
次，牛羊口蹄疫苗万头次，羊痘万头次，鸡新城疫、禽流感
疫苗14万羽份，注射猪瘟疫苗、蓝耳病苗万头份次，密度达
到100%。对规模养殖和农村散养畜禽建立了免疫档案，对免
疫情况实行跟踪制度。全镇无疫情发生。

2、做好动物疫情监测工作，做好预警预报。根据上级业务主
管部门工作安排，在辖区内做好动物疫病流行调查工作和血
清采集与疫情监测工作，一年来及时完成各类报表的填报，
共采集猪血清30份，鸡血清25份，羊血清20份，牛血清25份。

3、加强防疫知识培训，提高综合防治水平。加强规模养殖专
业户的培训工作，有针对性举办规模养殖大户防疫技术培训
班，传授防疫、消毒、饲养等科学技术，提高大户综合防疫
水平，并以此促进全镇防疫工作的开展。



(四)围绕农民增收，让养殖户安心养殖。

服务群众是基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题，为此，提高服务
水平尤为重要。针对过去在服务上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
施予以改进，一是制定服务承诺，规定初诊及时不隔夜，复
诊主动不隔天；合理按章收费；对农户饲养的畜禽发病后及
时有效地进行治疗，提高治愈率；二是提供信息服务，多渠
道、多方位搜集致富典型、市场行情等信息，及时将经验和
信息提供给农户；三是对专业大户实施全程服务，建立专业
技术人员包保养殖大户责任制，实行畜禽养殖的全过程服务，
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五)抓好单位建设、树立单位新形象

中心在按要求完成镇党委、政镇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给
的中心工作和业务任务的同时，认真落实本中心内的计划生
育、治安维稳、安全事故等工作，一年来，中心无违法违纪
现象发生。单位工作有了质的飞跃，形象有了大提升。

(一)畜牧业生产规模较小，生产水平低，市场和价格信息滞
后。

(二)动物疫情形势复杂，居住分散、饲养分散、防疫压力大。

(三)村级协防员普遍年龄偏大，后继无人。

(一)进一步加强动物疫病防疫工作，力争不出现重大疫情。

(二)加强畜牧业科技推广工作。

(三)加大标准化示范场创建工作。

(四)进一步加强畜产品和投入品的安全监管，严厉打击养殖
环节使用违禁药品的违法行为，确保畜产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