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明幸福星工作总结 科技之星工作
总结(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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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
结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分
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明幸福星工作总结 科技之星工作总结篇一

一、主要做法及取得的成效

一是认真学习、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结合部门实际和职
能，认真确定活动主题、活动载体，认真安排和把握每个活
动环节，将活动的具体资料、目标、载体、主题紧紧同科技
工作的实际相结合，为各项业务工作创先争优奠定了基础。
二是按照上半年市委、政府整顿机关工作作风的统一安排和
部署，成立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制度，并就改善工作作风、
整顿纪律下发了文件，要求各单位、机关全体;加强作风建设、
加强纪律性，树立良好的公仆形象。经过一系列措施，使全
系统工作作风、工作纪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改善，受到了市
纠风、纪检、效能等考核检查部门的好评。三是经过深入调
研和外出考察，使全系统干部职工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
观念得到进一步更新，为开展好各项工作起了进取的指导作
用。四月份全系统赴湖南韶山的学习考察、七月份深入兴和
革命老区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全系统
的凝聚力、战斗力。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大家奋发图强，在
党风廉政建设、政务公开、计生、综合治理、依法行政、政
风行风等共性工作中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得到各监控考核
部门的好评和表扬，顺利经过了考核验收。为各项业务工作
争先创优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二)为市委、政府发展冷凉蔬菜打造首都副食品供应基地，
调整现代农业发展新战略决策起了进取的参谋助手作用。一
年来，经过实地调研和多次与北京市政府、科研院所、蔬菜
批发市场的合作和会谈，我局向市政府提出了发展冷凉蔬菜
建立首都蔬菜供应基地的提议，得到了王市长等党政领导的
高度重视和肯定，认为这是我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方向，具
有必须的前瞻性，并被列为全市的“十二·五”规划中，这
个项目的启动，将建立北京与乌兰察布双百万冷凉蔬菜基地，
做为我市的主导产业，将拉动我市gdp增长率提高3%以上，是
京与乌战略合作的开端，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政治意
义和经济意义。

产技术转让、建立基地上进行合作。三在共建副食品基地、
共建市场上进行合作。四在加快成果转化、建立产学研联盟
上进行合作。

第一批28个名优特蔬菜、果品、禽类新品种已在乌兰察布市
农牧业科技产学研结合示范园区落户试验。三是以抓示范、
抓园区为手段，进一步提高科技园区的示范辐射本事和科技
引领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新潮流的本事。为了把园区内引进试
验的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经过示范尽快转化辐射。在前
两年重点扶持建设的卓资融和、民丰薯业、老马清真肉羊三
大园区的基础上，围绕马铃薯、蔬菜、乳肉等支柱产业。今
年，重点建设和扶持了具有必须示范功能的农牧业科技园
区54个、产业化园区23个。并在园区内重点推广二项新技术、
解决二个老问题。一是在温室大棚内推广示范二氧化碳气肥
新技术，解决大棚蔬菜只长蔓不挂果的问题，此项技术使大
棚蔬菜增产幅度到达30%以上，亩增收1万多元。

(四)以加快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目的，
加快企业科技创新步伐。

业提升科技创新本事营造政策环境。到目前为止，新奥集团
在今年召开的全区科技奖励大会上被评为全区十强创新型企



业，气化采煤研发中心正在申报批复国家级工程研发中心;福
瑞制药被评为全区10强高新技术企业;全市有13家企业被认定
为自治区级民营企业，12家被认定为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企业，
2家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五)以加大科技宣传培训力度、建立信息服务平台为载体，
加大科技服务全社会的力度。

文明幸福星工作总结 科技之星工作总结篇二

1、创新模式，学习先进做法。动态调整绩效考核制度及分配
方案，将护士完成护理工作的数量、质量及住院患者满意度
等考核结果纳入绩效考核内容。

2、明确工作职责，进一步深化责任护理。实行责任小组包干
制，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

3、进一步改革排班模式，实行弹性排班。实行无缝隙、全程
责任护理。

4、根据科室护理工作量及护理人力配置情况强化责任组长的
功能与职责，突出责任组长指导责任护士、负责危重病人的
管理的特点。

5、加强对重点病人的安全管理，质控工作对各科室高危病人
的防压疮、防跌倒、坠床进行严密监督。

6、更新工作流程，实现责任追究。今年我院修订护理了人员
分层管理职责、部分护理工作流程、护理质量考核标准，明
确职责、落实岗位责任制。

文明幸福星工作总结 科技之星工作总结篇三

2、中间业务收入。完成中收将近xx万元，完成计划105%。此



中对公xx万元，对私xx万元。

3、客户维护：新增对公账户xx户，此中x级以上客户xx户。
新增对公贷款户x户。新增对私客户xx户，此中xx级以上客
户xx户，新增个人贷款x户。完成支行下达客户新增指标。

1重点做好客户分层营销工作，我把客户按资产环境，依据工
作岗位和熟悉水平不合，分配给员工进行维护和关注，所产
生的绩效归维护员工。

2和上级部门沟通，进行公私联动，从公司客户中掘客出给个
人付款频率较高、额度较大的账户。我们争取到私人银行为
高朋客户体检名额，率领我行几位高端客户进行了体验，得
到了客户高度好评。

4鼎力图代替发工资业务，做好社保卡办事。

5通过电话营销和厅堂营销，绑定信用卡关联账户、第三方付
出账户，从细节上晋升存存款。

6应用产品吸引客户。在我行普惠金融新产品推出时，我们走
市场跑社区，把这好产品奉告给周边朋友和客户，新增对公
客户xx户，带来存款xx。

文明幸福星工作总结 科技之星工作总结篇四

项目名称

活跃党建氛围，探索中外合资企业的包容性企业文化 申报单
位

xxx有限公司党支部

责任人



目标要求

主要措施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文化体系构建，为党建工作升华，
以“专注本业、专注品牌、专注创新”为我们的企业文化，
将企业发展战略和员工成长结合起来；二是运用文化活动，
为党建增活力，积极引导员工自觉参与活动，增强广大员工
的集体感、归属感和主人意识，形成本单位特色优秀企业文
化；三是尊重外资企业文化，将两个国度不相同的企业文化、
经营理念相融合，取其之精华，打造独有的管理理念，成为
富有特色的中外合资企业。

xxxxx有限公司党建创新 “书记项目”工作总结

2012年是“基层组织建设年”，也是创先争优活动总结之年。
“书记项目”是今年市委统一组织开展的党建创新项目活动，
我司根据集团公司党委的工作部署，将“不断增强党建活力，
推动中外合资企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党建创新“书记项
目”，并开展了系列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进一步完善企业文化体系构建，为党建工作升华，
以“专注本业、专注品牌、专注创新”为我们的企业文化，
将企业发展战略和员工成长结合起来。

说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把企业员工变成企业人、学习型的
人。让员工在干事创业中享有成就感，使员工成为真正的命
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并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幸
福感，自觉地把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企业的整体目标上。
让党员群众充分感受到实施“书记项目”带来的变化，进一
步提高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二、运用文化活动，为党建增活力，积极引导员工自觉参与
活动，增强广大员工的集体感、归属感和主人意识，形成本



单位特色优秀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简单地说就是“领导文化”，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由
企业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这跟“书记项目”的要求是完全一
致的。其次，“书记项目”主要从探索企业行业党建新路子、
做好群众工作新方法等方面选题。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系列活
动，是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
这跟“书记项目”的目标是一致的。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
塑造企业人，以文化管理为纽带，融思想教育、制度约束和
激励机制于一体，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生产经营中心
工作的切入点和重要载体。因此，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系
列活动，把企业文化所具有的时代魅力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传
统优势结合起来，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必然会愈来愈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展，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十八大献礼。

三、尊重外资企业文化，将两个国度不相同的企业文化、经
营理念相融合，取其之精华，打造独有的管理理念，成为富
有特色的中外合资企业。

我们xxxxx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我们将两个过度
不相同的经营理念相互融合、取其精华，造就了新天威独有
的经营、管理理念，成为富有特色的中外合资企业。由于文
化背景的不同，在合资企业中，当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
集在一起，必然导致在认同感、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
式等诸多方面的冲突，我们一直都很注重“认同价值”，让
价值理念转化为共同信念，得到双方的认同，切实增强企业
的凝聚力。并建立了规范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进一步提高
企业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可视化程度，努力打造精品客运站
和提供优质服务，使我们客运站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真正
做到“拿得出来，走得出去，叫得响亮”。其次，把广大员
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使广大员
工真正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系列活动的主体。将企业精神、价



值理念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过程，并传递给全体员工，让员
工在潜移默化中理解理念、践行理念、创新理念，使员工的
专业技能、综合素质和文化理念得到全面提升。

在今后的工作中，xxxxxx有限公司党支部将紧紧围绕市委、集
团公司的各项工作目标要求，把“书记项目”融入到“不断
增强党建活力，推动中外合资企业又好又快发展”主题实践
活动中，不断加大创新项目的培植力度，提升党建水平等方
面再创佳绩。

文明幸福星工作总结 科技之星工作总结篇五

2020年，全市科技工作紧紧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这一中心，坚持“改革创新、支撑发展”这一主线，以实施
科技领航计划、深化科技计划体制改革、规划建设宁波新材
料科技城为抓手，着重在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推动科技经济
紧密结合、促进产业创新转型升级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主要工作进展和成效

一是创新驱动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关
于强化创新驱动加快经济转型发展的决定》、《关于建设宁
波新材料科技城的决定》。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先后制定出台了
《关于实施“科技领航计划”加快推进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意
见》、《关于强化创新驱动建设工业强市的若干意见》等政
策意见。目前，我市已初步形成了以“9+40”为基本框架的
创新驱动政策体系。

二是新材料科技城、高新区“一区多园”正式启动建设。在
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建设宁波新材料
科技城的决定、加快推进宁波国家高新区“一区多园”建设
的实施意见，并成立了新材料科技城建设管委会、“一区多
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新材料科技城、高新区“一区多
园”建设加快推进。



三是创新能力有新提升。我市3家单位参与完成的3项科技成
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获省科技进步奖32项(其中，一、二
等奖14项)。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的“hp2—52c全自动电脑
针织横机”列入国家战略性创新产品。全市专利申请量达
到83334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3。2%(其中发明专利申请9811
件，增长32。8%)，专利授权量达到58406件，比上年同期下
降1。3%(其中发明专利授权2246件，增长8。8%)，在专利授
权总量增长趋缓的形势下，授权专利结构进一步优化。

四是企业创新主体培育力度进一步加大。实施“科技领航”
计划，全市新增市级科技型企业216家，培育创新型初创企
业2739家，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97家、市级创新型试点企
业42家，认定市企业工程(技术)中心116家、市企业研究院32
家、市重点实验室10家，培育省级企业研究院11家，新培育
认定科技企业孵化器3家，宁波甬港现代创业服务中心被认定为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五是“天使投资”加快推进。市、县两级设立了总额5亿
元“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目前，已有美国k4、浙江蓝源等23
家天使投资机构、19名天使投资人在我市备案，共签约跟进
投资项目20项，跟投金额1720万元，引导银行向其中的5个项
目发放科技信贷1100余万元，政府引导基金杠杆放大效应达
到1：10。3，并推动了包括“3315”项目在内的5家创新型初
创企业落户我市。

六是产学研创新对接与合作深入开展。成功举办宁波人才科
技周61宁波高交会、中国(宁波)新材料与产业化国际论坛、
中国创业创新大赛等科技合作活动10余次，成功组织了首次
科技成果竞拍，引进共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海洋电子研究院、
宁波诺丁汉国际海洋经济技术研究院等创新载体74家，组建
成立了 “宁波工业智能化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宁波天
然产物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引进高新技术项目432项，首条
年产1000吨(一期年产300吨)石墨烯生产线建成投产，碳纤维
百吨级t800规模化生产、超级电容器研发与产业化等一批具



有核心关键技术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落地转化。

七是高新技术产业保持平稳发展。新材料、新装备、生命健
康产业等8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发布。主动设
计并启动实施“石墨烯产业化应用开发”等6大重大科技专项。
201_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3915。3亿元，同比增
长14。2%，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
上工业总产值(12795亿元)比重达到30。6%，比上年提高1。9
个百分点。

八是农业科技创新支撑效果明显。培育认定农业新品种12项，
有15个农业与社会发展领域科技项目被列为 “863”计划、
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科技项目，获得国家财政经费支持4046
万元(为上年的1。94倍)。扶持培育农业科技创新企业15家，
新选派科技^v^团队133个，服务支持农业“两创”和新农村
建设。在抗击“菲特”台风中，先后组织种植、养殖类24支
科技^v^团队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帮助受灾农户、养殖户
恢复生产和灾后病害防治。

九是科技投入稳步增长机制初步形成。实施“提高全社会研
发投入专项攻坚行动”，建立和完善财政资金对企业的扶持
强度与企业本身的研发投入相挂钩的机制。规上企业科技活
动经费支出173。9亿元，比上年增长10。7%，高于主营业务
收入增速5。4个百分点。全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投入达到160余亿元，占gdp比重2。2%。

十是区域科技进步持续加快。我市成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首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城市。据省统计监测，201_年宁波
市科技进步变化情况继续保持全省前列(居全省第二位);鄞州
区、余姚市、奉化市、镇海区、慈溪市等5个县(市、区) 变
化情况综合评价进入全省前十名。

二、主要工作和举措



(一)拓思路、强举措，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强化科学发展理念，
深化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理解，把握新形势推进科技
管理改革与创新的任务和要求，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化
为推动科技创新工作的动力。

注重发挥职能优势，做好决策参谋，按照落实省委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五个一”的要求，主动配合市委、市政府和相
关部门谋划好创新驱动发展的决策部署和重大举措。通过努
力推动和主动参与相关工作，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体(扩大)会
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创新驱动加快经济转型发展的决定》，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推进创新驱动现场会”，“科技领航
计划”、新材料科技城建设、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一批创新驱动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创新越来越摆上宁
波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加强对科技、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研究提出了“八翻番、
四提升”的工作目标，组织制定了科技服务专项行动方案及
具体行动计划。抓实创新型城市建设评价、科技进步考核，
实施“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专项攻坚行动”，加强对全市科
技创新工作的组织、协调和领导，积极探索形成各级领导重
视、市与县(市)区联动、各部门协同的推进合力。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积极推进高新区“一区多
园”建设、推进led半导体照明应用工程、创建国家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示范城市、申报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等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有关工作的开展。经多方努力，我市
成为首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城市、宁波高新区成为国家级文化
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进一步凝练科技工作重点，重心前移，加强规划引导、平台
建设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和培育，重点推出了“科技
领航”计划、“智团创业”计划、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强化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着力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科
技与经济的结合。

(二)聚重点、求突破，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转型

针对我市科技资源少、创新支撑不足这一瓶颈，坚持“两手
抓”：一手抓高端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立足高起点，积极谋
划、推进宁波新材料科技城建设。今年8月底，市委市政府作
出建设宁波新材料科技城的决定，正式启动建设新材料科技
城，将举全市之力打造创新驱动先行区、高端人才集聚区、
新兴产业引领区、生态智慧新城区和全球领先、国内一流的
新材料创新中心。

一手抓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积极引导和支持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目前，全市已有企业
技术研究院32家(其中省级3家)、市级以上企业工程(技术)中
心862家(新增116家)、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8家、省高新技
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257家(新增45家)、省企业技术中心84
家(新增15家)、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34个、市级以上重点
实验室61家(其中省部级13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15
家(新增2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7家(新增1家)。

针对宁波民营资本雄厚、科技投入强度低的现实，突出“三
个抓”。一是抓财政科技投入导向，组织开展“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攻坚行动，大力培育发展
“天使投资”。在专项攻坚行动中，加强组织协调，细化分
解目标，明确任务举措，加大工作推进和督查力度，积极推
动市级各相关部门建立完善将企业获得政策支持的强度跟企
业的r&d投入强度相挂钩的公共政策扶持机制。

二是抓社会投入，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创新创业。市政府设立
了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成立了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宁波
市天使投资俱乐部”，引进举办“黑马大赛”、“中国创业
大赛”等天使项目对接平台，积极推进人才、资本、成果对



接。目前已有美国k4、浙江蓝源等23家天使投资机构、19名天
使投资人在我市备案，共签约项目20项，跟投金额1720万元。

三是抓企业投入，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
技术开发费150%加计抵扣政策，引导企业创新投入。据统计，
全市有626家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了减按15%税率征求所得税优
惠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16。93亿元;有1078家企业享受了技
术开发费150%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税前加计扣除金额29。
55亿元(50%部分)，折合减免企业所得税7。39亿元。

针对我市产业技术创新水平低、核心竞争力不强的现实，做好
“两个加强”。一是进一步加强科技攻关，实施产业技术创
新试点，面向4+4战略性新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重
大科技需求，组织实施生命健康、新材料(包括石墨烯产业化
应用开发等)、智能装备(机器换人)等产业技术创新专项31项，
开展科技攻关、技术集成、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示范。

积极争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共获国家各类科技项目170余项，
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91项(重点创新项目4
项)、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33项、重点新产品21项、
国家战略性创新产品1项、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5项(重大项
目2项)，“宁波市数控一代机械产品创新应用示范工
程”、“2000米水深水下紧凑型分离器关键技术和样机”等5
项列入863课题项目，“东南沿海地区生态型村镇社区与小康
住宅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舞台效果装备控制集成系
统”等5项列入支撑计划子课题项目。

二是加强创新团队培育，实施创新人才和团队培育工程，做
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引进“3315 计划”、领军和拔尖人
才的跟踪服务，新认定企业技术创新团队40家，有2人列入科
技部首批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目前已累计认定科技创新团
队73个，列入国家“____”27人、省“____”86人。

针对我市专利授权量大、发明专利比例低的现状，突出“四



个强化”：一是强化资助政策导向，修订完善资助政策，加
大对发明专利、专利产业化项目的支持力度;二是强化知识产
权企业培育，新认定市级专利示范企业78家，10家企业通过了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验收，4家企业通过全国企事
业单位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单位验收。三是加强培训和服务，
组织专家深入50家企业开展“一对一”辅导，培训《企业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内审员470名，为全市970余家家企业量身
定制1200余个企业专利特色库。四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共
查处各类专利案件71起，结案69起，其中专利侵权案件41起，
调解专利权属案件6起，查处假冒专利案件9起，其他案件15
起。

针对农业“两创”、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现实需求，抓
好“三个重点”：一是重点抓好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组织实施农业重大科技攻关项目38项，农业
“两创”项目53项，培育农业科技创新型企业扶持15家，
对17家优秀星火示范基地，争取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6
项，国家星火计划项目61项(其中3项列入重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