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长管理工作总结(优质5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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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长管理工作总结篇一

我市现有省骨干河道11条，分别为流域性骨干河道长江，区
域性骨干河道季黄河、夏仕港，重要跨县河道靖泰界河，重
要县域河道夹港、上六圩港、下六圩港、十圩港、罗家桥港、
安宁港及横港。

座,水闸1座,提排泵站24座;下六圩港长17公里,涵洞92座,水
闸3座,提排泵站69座;十圩港长22公里,涵洞54座,提排泵站17
座;罗家桥港长18公里,涵洞25座,提排泵站5座;安宁港长10公
里,涵洞13座,提排泵站2座;横港长26公里,涵洞2座,水闸10座,
提水泵站9座;季黄河长15.2公里;靖泰界河长53.4公里,涵
洞41座,水闸9座,提排泵站11座。

二、推行“河长制”管理的主要方法

1.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去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市政府出台了《靖江市河
道管理“河长制”实施方案》，加强河道管理“河长制”组
织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全市范围内河道“河长制”管理机构，
全面落实全市范围内河道“河长”。今年由于人员调整变动
频繁，及时对11条省骨干河道河长进行了调整。“河长制”
实行分级管理、一河一长的工作机制。建立了市“河长制”
办公室，落实了管理单位和管理人员，制定了河长工作职责、



“河长制”管理办公室工作职责，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今年以来，扎实开展11条省骨干河道长效管理工作，并全面
推进面上二级河道的管理。

2.不断完善河道管护机制

护单位，市河道管理处为一、二级河道的管护单位。市河道
管理处通过签订管护责任状、协议书等方式，明确管护责任
主体，委托10个乡镇水利管理站对全市一、二级河道进行管
护。全市共落实骨干河道管理人员42人、堤防、河道保洁人
员61人，巡逻艇1艘，保洁船8艘。三是落实配套保障资金。，
我市共落实省骨干河道和一、二级河道长效管理资金228万元，
省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及省骨干河道管护经费386.9万元。四
是全面完成“一河一档”工作。截止月底，已按照考核内容
完成11条省骨干河道“一河一档”的编制工作。河道管理处
和堤防管理所等管护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和管护归档需求，
加强巡查日记等台账资料的归档管理，管护资料日趋完备。

3.明确河道管护标准，坚持“五无”管理

河道管护必须做到河面无漂浮物，无阻水障碍物;河坡石驳挡
土墙无杂草，无垃圾;河道管理范围内无耕翻种植，无违章搭
建，无乱堆乱放，无乱倒乱扔，栏杆无藤蔓牵游;河道内无未
达标的污水、废水排放;河道出水口流水畅通;河道工程设
施(如栏杆、挡土墙、台阶、宣传牌等)无损坏，启闭机械运
转正常等。

4.不断完善监督考核机制

我市实行市镇村三级考核机制，市对镇坚持定期检查和不定
期检查，通知督查和明查暗访，随机抽查和杀回马枪式复核
相结合。市水利局定期对各相关管理单位进行目标管理考核。
市河道管理处和堤防管理所等单位积极推进“日巡、月评、
季考”的监督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与管护报酬挂钩，对考



核不符合要求的保洁员实行末位淘汰制，不能胜任的坚决予
以辞退，有力的促进了河道长效管理工作。

三、“河长制”管理实施的效果

1.长江堤防管理力度加大

年共制止、拆除违章搭建26起、清除江堤堆放物8处，开展重
载车辆上堤行驶整治52次，实施24家单位擅自占用江堤防汛
通道整治，清除耕翻种植220亩，清理内坡杂树杂草166亩，
清除坟包、坟头227个，蓄意破坏江堤林木、乱搭乱建等违章
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大力开展白蚁防治工作，对我市33.4km
白蚁危害段全面治理，重点治理段3260米，共清杂110556平
方米，设置引诱坑18667个，引诱桩1352处，埋设灭蚁药0包，
查找到地面指示物地碳棒12处，挖除成年蚁巢5处，实施上九
圩港至合兴港段1280米的堤防灌浆，灌浆累计进尺3584米孔，
解决白蚁危害、堤防窨潮渗漏等隐患。

2.河道管理有效加强

全面推行“河长制”，在省骨干河道管理的基础上，全面推
进面上二级河道的管理。建立农村河道“四位一体”综合管
护和“河长制”互补机制，全市河道实现“无盲点、全覆盖、
精细化”管理。重点加大了秸秆禁烧期间河道巡查力度，及
时处置村民随意向河道抛投秸秆情况。清除城区河道生活及
建筑垃圾650吨、杂草1500吨，打捞漂浮物2400吨，清理出水
口28个，查处违章违规行为14起、损坏河道公共设施8起，制
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乱开乱挖10起。

3.依法治水工作扎实推进

依法查处水事案件11起，确保了水事秩序稳定。严厉打击长
江非法采砂行为，组织开展打击行动65次，拆除非法采砂船
的采砂设施5条，抓获不按规定停靠的采砂船只5条，处理4条



非法采砂船只，有效遏制了长江非法采砂势头。

4.水资源管理严格有效

加强水资源管理，认真贯彻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紧扣三条红线，创新举措，节水管理取得新突破，饮用水源
地顺利达标，水生态建设稳步前进，水资源管理工作取得一
定成效。

5.安全生产工作常抓不懈。

全年组织检查活动29次，整改安全隐患22处，组织35人次参
加各类安全生产培训，职工安全意识得到增强。

6.涉水建设项目监管不断强化。

今年以来对靖江市上五圩港务、新天地港务、靖江港口发展
有限公司等4家沿江企业涉水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管，对闸
站、护坡、堤防连接及补偿工程等水利专项进行重点检查，
确保工程严格按水利批复要求建设。组织沿江企业涉水工程
专项验收工作，目前江苏华澄重工有限公司已具备验收条件，
正在进行验收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七是水情调度卓有成效。
重点围绕防汛防旱、“四城同创”加强引排水工作，全年沿
江各闸共引水5.72亿立方米，排水14.98亿立方米;十圩闸全
年排污3.5亿立方米;下六圩泵站提水0.71亿立方米;城区泵站
调水冲污0.63亿立方米，确保全市骨干河道和重点区域河道
水质稳定。八是水质监测工作逐步推进。根据河道管理工作
需要，水质监测工作成为一项基础工作，委托泰州水文局对
本辖区内的重点区域、重点河段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定期发
布河道水质监测报告，为进一步改善河道水质提供科学依据。

相关精彩文章推荐：

1.河长制工作总结



2. 浙江省河长制工作总结

3.镇河长制工作总结

4.河长制总结

5. 乡镇20河长制工作总结

6.乡镇河长制工作总结

7.街道河长制工作总结

8.河长制工作总结材料

9.贯彻河长制工作总结

10. 部门河长制工作总结

园长管理工作总结篇二

我镇位于绿水河主河道上，上游为永乐镇，下游为文星镇，
主河道流经我镇7个行政村，长约7、4公里，流域面积20余万
平方米，是我镇群众生产生活主要用水来源之一。自河长制
工作开展以来， 镇党委、政府认识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
位、考核到位，绿水河保平段河长制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现将20xx年我镇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总结于后：

1、责任落实到位。一是成立领导机构。我镇成立了以党委书
记任组长、镇长任副组长、党委委员为成员的全面落实河长
制工作领导小组，并由党委书记任总河长，主要负责全镇河
长制工作的安排部署。二是设立河长制办公室。河长制办公
室由分管副镇长任主任，业务部门负责人任副主任，相关部
门负责人为成员，负责河长制工作的推进与协调。三是设立
镇村社河(段)长。绿水河镇级河长由镇长担任;流经的行政村



均设立河段长，由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担任，并由镇派驻村
干部作为联络员;各村细化辖区河道，分社分段包干，聘用保
洁员，明确责任人。四是出台相关工作制度。制定下发了
《巡河巡查制度》等9项工作制度，切实明确工作要求。

2、群众宣传到位。利用村社干部会、坝坝会、广播会、村务
宣传栏等形式，大力宣传河长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截止目
前，我镇20个行政村均召开了宣传动员大会，制作环保宣传
栏20个，发放宣传单20xx余份，群众的绿水青山意识明显增
强，参与积极性明显提高。

3、集中整治到位。一是彻底清理河道。我镇绿水河河道较长，
建有石河堰1处，水流较缓，水葫芦疯长，多处倒伏树木堵塞
河道，也很容易聚集漂浮物，整治难度非常大。20xx年，县统
一水面清理成效明显，在此基础上，我镇又多方筹措人力物
力，组织党员干部等头顶烈日对辖区河段进行彻底清理，现
已初步实现河畅水清。二是严管河道排污。对非法设置的排
污口全部予以取缔，加大畜禽养殖场专项整治力度。争取项
目建设安乐场镇污水处理站1座，技改保平场镇污水处理厂1
座，预计今年将全部投入使用。

4、日常监管到位。建立《河长制巡河巡查制度》，明确镇级
河长及镇河长制办公室巡查每周1次，村级河长每天1次，保
洁员每天1次巡河，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

1、沿河居民存在污水直排现象。场镇污水管网老化破损、覆
盖面不足、雨污管网未分流、部分居民环保意识仍然不强，
以及沿岸部分居民自身无能力、不主动建设处理设施，存在
污水直排现象。

2、河道保洁缺乏资金保障。目前，我镇已多次组织人员进行
河面漂浮物清理，但此工作需匹配专项资金，固定专职人员
进行维护。



3、 河岸线损毁情况。境内部分河堤因年久冲刷损毁，岸线
下部漏空，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1、完善场镇污水管网，实行雨污分流，组织力量对直排户进
行监管，对贫困户等无能力自建污水处理设施的统一建设。

2、 多渠道筹措资金，探索河道保洁长效机制，确保保洁工
作正常运转。

3、我镇目前正在进行河岸线损毁排危，对仍存在险情且无法
或无能力排危的部分区域，通过设置告示牌等方式进行告知。

4、 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对肆意倾倒生活垃圾、河道采砂、
建筑垃圾等行为坚决从严重处，切实做到查处一个、震慑一
片。

园长管理工作总结篇三

20xx年是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稳步推进之年，也是全区河长
制工作的稳步推进之年。下面我们对20xx年的河长制工作进
行总结：

1、加强水环境的整治工作

在20xx年的河长制工作中，我们重点加强了水环境的整治工
作。我们认真落实河流污染控制工作的.各项任务，切实降低
了污染，提高了水环境质量，带动了水生态的全面恢复。

2、加强巡查和监测工作

在20xx年的河长制工作中，我们大力加强了巡查和监测工作，
组织了定期巡查和监测，及时发现挂牌督办问题，及时处置，
有效地防止了水环境质量下滑。



3、加强河长制工作的宣传

在20xx年的河长制工作中，我们积极加强了河长制工作的宣
传工作。我们组织了各项宣传活动，包括短视频、海报制作、
宣传展览等。通过这些宣传活动的开展，有效地提高了市民
的环保意识和河长制工作的认识。

在20xx年的河长制工作中，我们积累了很多的工作经验，取
得了如下成效：

1、环境质量稳步改善。

2、河长机制逐步建立。

3、治水工作稳步开展。

4、环境治理标准逐步提高。

总之，在20xx年的河长制工作中，我们注重实践，采取了一
系列创新举措和机制，进一步加强了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
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持。我们在今后的
工作中将继续秉承务实精神，加强工作力度，为水资源的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园长管理工作总结篇四

一是深化责任体系建设。拓展“河长制”管理范围，细化延
伸管理层次，实行县、镇、村三级河道“河长制”管理责任
体系。实行分级分段管理，明确责任区域，加强日常督查。
二是强化领导工作班子。建立了以镇党委书记、镇长、相关
班子成员组成的“五水共治”工作小组，明确了责任人亲自
抓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任务责任到人，落实到位。河道治
理和其他五项举措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三是建立河道巡查
巡护机制。建立河道巡查制度，制定了《干窑镇20xx年河道



长效保洁考核办法》、《干窑镇“河长制”责任考核办法》，
推行了巡查整改和年度考评的“1+1”考核机制。实行了卫星
定位综合整治推进。

一是根据《干窑镇“河长制”责任考核办法》，按河道性质
落实了河长，其中流经本镇的6条县级河道、10条县级和部门
连挂重要河道、86条镇级河道，由镇领导任河长，另外63条
河道由村班子领导担任河长，实现境内165条河道“河长制”
全覆盖，每一条河道都有了实实在在的“管事人”。二是健全
“一河一档”。将全镇165条河道信息登记造册，建立河道档
案，形成了“一河一档”。同时根据每条河道存在的问题逐
条提出了个性治理方案，形成了“一河一策”。并制作了165
块公示牌进行公示，清晰标明河道名字、长度、河长电话及
河道监督举报电话，随时接受群众督促。三是实行河长奖罚
制。干窑镇对群众举报发现的河道问题，受到相应处罚的不
仅是河道保洁员，还有镇、村级河长。“河长制”考核评分
细则规定，被群众来信来电举报的河道，镇、村级河长都将
被酌情扣1-2分，未能及时整改的，还将被扣2分。被上级部
门或者被本级部门通报的，镇、村级河长还将有更加严厉的
扣分。同时，河道治理或者长效保洁成效明显，接受上级部
门举办的各类现场会或者上级领导直接批示肯定的，将酌情
加分。据了解，依据此考核办法，干窑镇根据全年综合考评
得分情况，年底得分高的河长，将被评选为“优秀河长”并
实行奖励，对得分较低的河长将进行约谈。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主动挖掘、积极撰写全镇“五水共治”
方面信息，今年以来累计报送相关材料140余篇，其中县级部
门录用100余篇，市级部门录取70余篇，总得分连续三季度位
居第一。建立了“干窑镇五水共治微博”，截止目前，已发
相关微博153篇，被转发80余条，被点赞100余次，阅读量破
万。二是控源头强巡查。实行村级保洁和河道清洁相结合，
以镇为单位落实责任区域，把河道水面保洁工作纳入常态化
和精细化管理。自从河长巡河工作开展以来，该镇已经开展
巡查工作500余次，解决河道问题70余处，收集群众意见建



议30余条。三是加强河道打捞队日常管理。成立专业保洁队
伍9支，落实84人，分别负责干窑镇9个行政村保洁工作。同
时，各行政村根据保洁人员日常工作情况、保洁成效等制定
了相应的保洁人员考核办法。

园长管理工作总结篇五

1.责任落实到位。一是成立领导机构。我镇成立了以党委书
记任组长、镇长任副组长、党委委员为成员的全面落实河长
制工作领导小组，并由党委书记任总河长，主要负责全镇河
长制工作的安排部署。二是设立河长制办公室。河长制办公
室由分管副镇长任主任，业务部门负责人任副主任，相关部
门负责人为成员，负责河长制工作的推进与协调。三是设立
镇村社河(段)长。绿水河镇级河长由镇长担任;流经的行政村
均设立河段长，由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担任，并由镇派驻村
干部作为联络员;各村细化辖区河道，分社分段包干，聘用保
洁员，明确责任人。四是出台相关工作制度。制定下发了
《巡河巡查制度》等9项工作制度，切实明确工作要求。

2.群众宣传到位。利用村社干部会、坝坝会、广播会、村务
宣传栏等形式，大力宣传河长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截止目
前，我镇20个行政村均召开了宣传动员大会，制作环保宣传
栏20个，发放宣传单2000余份，群众的绿水青山意识明显增
强，参与积极性明显提高。

3.集中整治到位。一是彻底清理河道。我镇绿水河河道较长，
建有石河堰1处，水流较缓，水葫芦疯长，多处倒伏树木堵塞
河道，也很容易聚集漂浮物，整治难度非常大。2020年，县
统一水面清理成效明显，在此基础上，我镇又多方筹措人力
物力，组织党员干部等头顶烈日对辖区河段进行彻底清理，
现已初步实现河畅水清。二是严管河道排污。对非法设置的
排污口全部予以取缔，加大畜禽养殖场专项整治力度。争取
项目建设安乐场镇污水处理站1座，技改保平场镇污水处理
厂1座，预计今年将全部投入使用。



4.日常监管到位。建立《河长制巡河巡查制度》，明确镇级
河长及镇河长制办公室巡查每周1次，村级河长每天1次，保
洁员每天1次巡河，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