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政府专项工作报告(汇总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
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乡政府专项工作报告篇一

为确保食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加强对食盐市场专
项整治行动工作的领导，县局专门成立了由局长田文才任组
长，副局长闫胜利为常务副组长，各工商所所长和业务科室
领导为成员的食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并专门
制定了《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xx年开展食盐市场专项整治行
动的实施方案》，保证了活动的顺利开展。

各所在专项行动中，充分利用遍布城乡的12315投诉举报网络
向广大食品经营户宣传国家关于盐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宣传
非食用盐、非碘盐和不合格碘盐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带来的
危害。

为将活动顺利进行，我局和县盐业主管部门联合在电视台发
布通告，宣传有关政策，并印制3000份宣传单向经营户和消
费者分发，公布工商部门和盐业部门的举报电话，方便群众
举报和监督。

各所利用市场巡查和食品安全大检查的契机，对全县的食盐
经营户进行一次拉网式检查，共检查经营户373户，有力的促
进了食品经营户的自律意识，督促规范了食品经营户的台账
建立，保证了广大消费者购买食盐“买得省心吃着放心”。

各所根据要求，对辖区的食品经营户又开展了一次证照检查，
严格食盐市场准入关，严防劣质盐流入市场。对新申请的食



品经营户，严格把关，没有食盐零售许可证的坚决不颁发营
业执照；对已申请的食品经营户，重新核查其经营资格；对
食品加工企业、饭店、食堂等用盐单位也进行了排查，保证
了食盐市场的安全。

乡政府专项工作报告篇二

自去年11月份全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召开之后，
各县区对此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了由相关部门组成的打击非
法行医领导小组，并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下发了行动方案，
通过层层发动，迅速掀起了打击非法行医的热潮。一年来，
在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打击非法行医各成
员单位立足自身职能，团结协作，紧密配合，按照疏堵结合、
纠建并举的方针，在全社会形成了声势浩大、深入持久的打
击非法行医的高压态势。通过专项行动的开展，全市非法行
医现象得到根本遏制，医疗秩序得到有效整顿，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的依法执业意识明显增强，人民群众抵制非法行医
的自觉性显著提高。通过执法人员对62家各类医疗机构的暗
访结果表明，全市非法行医率从20xx年前的27%下降到的目前
的2.25%，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一）积极营造打非舆论声势。行动期间，各县区采取多种
形式，不断加大对打击非法行医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拒不完全统计，行动期间，全市主流新闻媒体共报
道120余次，其中县级报道80余次；市局投资近万元印制打击
非法行医通告1万张，张贴到全市各村庄、居民小区和机关、
企事业单位；定期发布打击非法行医工作动态，共编印《打
击非法行医工作简报》85期，其中县区级编发51期；市、县
两级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定期开展曝光和公示活动，专项行动
期间对20起典型非法行医案件进行了曝光，对全市2578家医
疗机构进行公示两次，既震慑非法行医者，又有利于群众选
择合法的医疗机构就医。各县区创新宣传形式，积极营造氛
围：xx县开展了以“打击非法行医整顿医疗市场秩序”和“整
顿治理镶牙场所”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共出动人员20余人次，



车辆15台次，发放宣传材料两万余份，悬挂宣传条幅30余条；
县通过宣传车、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等方式深入农
村、社区开展了多层次的打非专项行动的宣传；县开展
了“打击非法行医行动”集中宣传日，在梨园公园广场前举
行了打击非法行医集中宣传咨询活动，悬挂横幅和标语摆放
展板，接受群众咨询130余人次；xx区积极协调有关新闻媒体
的密切配合，对整个打击非法行医活动从安排部署、正式启
动、摸底排查、集中整治多个方面进行全程报道；xx县、xx县
开展“五进”宣传活动，深入社区、农村、工地、市场等地
积极开展“依法执业，文明行医”、“认识非法行
医”、“科学防病，拒绝巫医游医”、“拒绝黑诊所”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营造了打击非法行医的浓厚氛围。

（二）依法执业公示制彰显成效。为便于群众监督医疗机构，
专项行动期间，我市全面推行了医疗机构依法执业公示制。
县、xx区与各辖区内医疗机构全部签订了《依法执业承诺书》；
在医疗机构内部醒目位置悬挂卫生技术人员证件的原件照片
进行公示；沾化对诊所负责人及卫生技术人员证件的复印件
进行公示；xx区实行诊所实名制，对全区170家诊所以主要负
责人的姓名命名。公示制的实施，方便了广大群众区分该诊
所是否是合法医疗机构，有效地防止医疗机构超出范围开展
诊疗活动以及出租、外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给不具备
行医资格的人开展诊疗活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特别一
提的是，从去年开始，我市在全省率先实行有奖举报制度，
在打击非法行医工作中充分发挥了群众“千里眼、顺风耳”
的作用。一年来，全市共受理群众投诉举报140起，对5起案
件的实名举报人按规定兑现了9500元奖励，打击非法行医工
作有奖举报由此进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快车道。

（三）部门联动增强了执法合力。围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
动确定的整治重点，卫生、公安、计生、食药、工商、部队
等各打非成员单位既立足自身职能，又注重部门联动，形成
了打击非法行医的有效工作合力。xx县卫生局多次与公安、食



药、计生等部门联合，对全县医疗市场实施无缝隙监督检查，
特别是对态度顽固、地点隐蔽的非法行医者进行了重点打击，
有效遏制了非法行医的嚣张气焰。期间，对4名非法行医涉嫌
犯罪的人员移交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各县还与食
药部门制定了定期巡查通报制度，对药店非法行医现象实现
了有效监督；xx区卫生局先后与公安、工商、食药等多部门联
合执法4次，清理取缔非法诊所4家，规范12家；xx区、县、xx
县对“钉子户”“难缠户”等采取与公安、药监、工商等部
门联合执法模式，形成监管合力，给非法行医者有力的震
慑；xx县卫生局联合公安、计生、药监、工商等部门，对辖
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集市、大型建筑工
地等人员密集场所的行医场所进行了重点整治，取得了良好
的整治成效。

了整治，全面规范了我市牙科诊疗场所的医疗秩序。xx县制订
了循序渐进、“四步走”的做法，彻底清理了辖区内镶牙场
所；县通过县电视台播放镶牙场所清理通告6次，营造了浓厚
的整治氛围；县采取疏堵结合的方针，对符合标准的审批为
口腔诊所，对不达标者依法取缔、摘牌停业；xx县召开了镶牙
场所负责人座谈会，对非法行医的危害性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进行宣传，同时加大监督检查频次，直至不符合条件的单位
全部摘牌停业；xx区通过xx区有线电视台及魅力滨城报刊，发布
《关于责令停止无证镶牙场所诊疗活动的通告》，督促无证
镶牙场所自行关停，对多次督导仍存在无证镶牙行为的场所
依法予以取缔。

（五）加大执法力度，形成高压态势。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各县区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多次开展专项行动，查办了一批
案件。拒不完全统计，行动期间，各县区共出动卫生执法人
员7135人次，监督检查各类医疗机构5211户次，市、县区卫
生监督机构共对涉医违法案件立案142起，罚款50.38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1.2万元，其中查处无证行医108家，罚款40.3
万元，移交公安机关6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起，取缔非法



镶牙场所400余家。各县区查办案件情况分别为：xx县立案38
件，罚款金额17.45万元，移交法院强制执行2起；县立案23
起，罚款12.8万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起；县立案21起，罚
款7.78万元；县立案19起，罚款4.5万元；xx区立案18起，罚
款3.25万元；xx县立案12起，处罚3.5万元，没收违法所
得0.54万元；xx县立案7起，处罚金额2.1万元。

许可审批方面。xx县、xx县在未出台本县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的
情况下，实施了对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惠民、沾化在
对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后没有及时向市局进行备案；开发区今
年新设置的医疗机构未执行新的行政许可统一标准格式。在
抽查的62家医疗机构中，xx区2家、xx县1家达不到《医疗机构
基本标准》的要求，有的科室设置不合理，没有达到各室分
离，有的诊所没有设置单独治疗室；县1家民营医疗机构许可
审批科目不规范，一级医院审批科目应到一级科目。

监管方面

1.依法执业。xx县、县、县、县计生服务机构涉嫌存在超范围
执业或聘用非医师做彩超的行为，xx县1家医疗机构审批为内
科，场所内设有检验科、彩超室，涉嫌超范围执业；xx区2
家、xx县1家医疗机构仅核准登记了内科，但是门头牌匾中却
出现了“内、外、妇、儿”及“烧烫伤专业”等的宣传标语，
存在夸大或违规宣传的现象；县1家民营医院未持有《母婴保
健技术服务许可证》，但led宣传屏宣传；xx县1家医疗机构审
批名称和悬挂名称不一致。

2.医疗废物处理方面。xx区、县、xx县、xx县个别医疗机构不
同程度地存在医疗废物未分类，使用后的一次性棉棒随地乱
扔，未用专用的医疗废物包装物包装等现象。

3.推拿按摩场所非法宣传疗效。开发区有3家推拿按摩场所仍
然存在宣传“中医”、“疼痛治疗”等宣传治病疗效的现象。



4.医疗文书。个别医疗机构未严格落实《处方管理办法》，
存在未按要求开具处方、处方上医师不签名等现象。

此外，县、开发区对打击非法行医材料整理不够完善。

疏堵结合，规范审批。各县区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动态监管，完善许可
审批程序，规范许可审批行为，建立健全许可档案。要疏堵
结合，对符合设置标准的，要按照程序及时予以审批。对达
不到标准要求的，坚决不予审批和校验。对已经审批的，要
强化对医疗机构的执法检查，严格执行不良行为记分制度，
通过暂缓校验、限期整改直至注销许可证的方式，完善医疗
机构的退出机制。

加强监管,规范行为。各县区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要
进一步加强监督执法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卫生执法监督工作
水平，提高监管水平与效率。原则上，全年对辖区内登记在
册的医疗机构的执法检查每年不少于一次。要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执法力度、广度，严肃查处违法行为，做到有案必查、
违法必究、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就医
安全。

标本兼治，立足长效。要坚持打击和疏导、专项整治和长效
管理、监督和服务并重，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与加强医疗
机构审批和规范化管理相结合、日常监督执法与开展专项行
动相结合并举的原则。要积极探索、完善对医疗服务市场监
管的有效模式和方法，提高卫生执法监督工作水平。要认真
总结经验教训，查找根源，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完善监督管
理措施。

乡政府专项工作报告篇三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专项整治组将督促各相关责任单位加大向群众公示整治项目、
通告工作进展、公布整治成果的力度，拓宽渠道，丰富形式，
认真听取群众评议，以提高群众的获得感、满足度做为检验
专项整治效果的标尺。

;

乡政府专项工作报告篇四

市委扶贫领域专项巡察第五巡察组反馈意见中提到：“精准
识别贫困人口数据录入缺乏深度调查、录入数据质量不高;未
严格按规定条件和程序精准识别贫困户和贫困人口，造成了
贫困户和贫困人口数据不准确和真实;各级扶贫部门虽然建立
了贫困人口档案，但存在资料缺失、会议记录不规范等问题;
产业扶贫资金分配上没有充分考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人
口;扶贫项目推进力度不够;少数县直单位、乡镇对扶贫领域
督查考核工作没有开展，连心小分队队员到岗到位情况很差，
布置安排的，抓落实不够。”针对上述问题，我镇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强化措施，确保整改到位。

一、提高思想认识，做好组织落实

我镇召开扶贫专题会议，会上党委书记兰先学同志通报了上
级部门反馈的意见及相关整改精神，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
同时与各村签订了建档立卡质量承诺书，确保建档立卡工作
数据准确可靠。同时结合“七清四严”筛查工作，全体干部
再次深入到村、组、农户家中对全镇所有扶贫对象进行了再
次核查,并与公安、工商、房管、交警等单位联系核实比对。
经认真清理比对，截至20xx年3月，我镇共剔除不符合“七清
四严”贫困人口105户272人，删除死亡及错登人口27人，共
计299人。20xx年11月底又根据工商、房管等相关部门反馈，
清退有房、有车等条件好的贫困人口7户23人。并对结果进行
了公示，确保了建档立卡工作真实可信、精准识别到位。



二、加强监督指导，强化责任落实

我镇以各村驻村班子为第一负责人，确保干部帮扶到位，资
料准确到位，各干部驻村帮扶工作组对贫困户开展调查研究，
深入各家各户了解情况，每人定点帮扶困难户，并制定帮扶
计划和脱贫措施，保证帮扶干部真正深入一线，走近贫困户。
同时，各村安排了扶贫专干对扶贫档案进行完善，确保档案
完整，内容全面。

三、做好规划协调，提高资金效益

我镇对扶贫项目统筹规划，做到早计划、早安排、资金及时
到位，工程按期施工，加强对项目工程的质量监管。同时，
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确保扶贫资金
安全高质高效运转，让贫困群众真正享受到扶贫项目带来的
成果。20xx年，我镇与森冠香榧合作社合作，为全镇83户未脱
贫的贫困户申请产业到户资金24万9千元(每户3千元)，入股
合作社，确保每年300元/户的分红，增加贫困户收入。20xx年，
我镇整村推进项目20万元，用于丁路村熊家水泥路面硬化工
程。因前期预算审计、邀标等时间过长，导致资金尚未拨付。
截至目前，工程已大体完工，并于年前请款10万元，剩余资
金我们将尽快组织人员验收，完成决算审计后拨付到位。

四、细化帮扶责任，落实帮扶措施

针对扶贫领域督导考核不到位，首先我镇召集各连心小分队
成员开会，传达上级精神，剖析问题所在，理清下一步工作
思路，鼓舞干劲、推进工作。会上，镇党委、政府对各小分
队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明确了工作职责，加大了考核奖惩
力度，有效调动驻村工作队队员的积极性。其次针对上级扶
贫攻坚要求，详细清理全年脱贫攻坚具体任务，针对贫困村、
贫困户形成任务清单下达到各连心小分队和帮扶责任人。开
展进度督查，确保按时按质推进。最后是加强平时与年终考
核的力度。及时将各小分队工作动态汇报至县扶贫攻坚办，



方便县委年度扶贫考核中掌握各小分队工作质量。总之，结
合以上三步，对各小分队细化责任，强化措施，做好指导，
确保扶贫帮扶工作到位，确保扶贫攻坚取得成效。

精准扶贫工作已经进入重要阶段，我镇将进一步完善整改措
施，按照要求完成扶贫工作的各项任务确保精准扶贫工作的
顺利推进。

乡政府专项工作报告篇五

1.《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清单》制定情况。查看生产经营
单位主体责任清单制定情况。对照生产经营单位人员花名册
核对责任清单是否做到全员覆盖；到生产岗位随机抽查或询
问职工所承担的安全责任，是否与清单职责一致；验证责任
清单是否修订，是否对责任制进行考核。

2.“大学习、大培训、大练兵”专项行动开展情况。重点查看
《全区安全生产“大学习、大培训、大练兵”专项行动方案》
（菏区安办发[20xx]19号）文件落实情况。查看生产经营单
位培训档案，档案资料是否存在弄虚作假；现场随机询问职
工安全生产知识或组织现场测试；岗前、转岗是否进行培训；
是否存在培训学时不够或者无证上岗现象。

1、查阅资料。查阅镇街相关文件、记录、台账等工作资料，
验证工作部署、开展及落实等情况。

2、随机抽查。随机查看不同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共5家，
进行现场比对。

3、明确措施，提出要求。根据督导调度情况，现场提出要求，
明确下步措施。

检查组抽查2家企业：亚联合川人造板有限公司和江正食品有
限公司。重点查看了《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清单》制定情



况和生产经营单位全员安全培训情况。通过此次检查，督导
组对镇安全生产工作给予了认可。

下一步，镇将继续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完善安
全生产长效机制，从源头防范与化解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