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灾防治上半年工作总结汇报(精选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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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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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领导，明确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艾滋病防治工作有关要求和艾滋病防治工作会
议精神，充分认识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切实加强领导。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紧密结合工院工作实
际，进一步明确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切实抓好
落实，加强宣传，并与其他部门的配合与协调，共同做好我
乡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二)加强宣传教育，普及防治知识

宣传教育是艾滋病预防控制的首要任务，只有掌握相关艾滋
病的产生根源传播途径，才能有效预防控制艾滋病，我院充
分利用节假日和宣传日于年4月6日，与戌街乡计生办合作，
在戌街乡政府大门外设立了一个咨询、宣传点，广泛地向过
往群众宣传了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共发宣传资料398份，接
受30多人咨询;年6月13日，借“世界献血日”在卫生院设立
了一个咨询、宣传点，利用播放无偿献血知识cd，广泛向过往
群众宣传，共发宣传资料100多份，接受60多人咨询，并组织
开展版报、专栏、集中学习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一年来，在一级部门的领导下，我院认真开展防治工作，对
促进我乡艾滋病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不足和
困难：多部门合作机制需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提高;我乡位于边
远山区，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普及率不够高，宣传教育工作还
亟待加强。

二、今后工作重点

高度重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

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动与协作，动员全社会，齐抓共管，
同心协力，共同健全和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
参与的艾滋病防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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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镇党委、政府在县委、政府及县重防办的领导下，认真
贯彻落实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
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领导，广泛深入
开展防治艾滋病知识宣传，加强特殊人群艾滋病预防管理，
重点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工作，艾滋病防治工
作取得初步成效，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现将我镇20xx年上半年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总
结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防治艾滋病工作机构

防治艾滋病工作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安康，关系到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我镇充分认识到了加强艾滋病防治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将艾滋
病防治工作纳入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了防治艾滋病工作
计划，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卫生工作的副
镇长任副组长，公安、司法、民政、中心学校等相关站所为



成员的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各村委会、
社区各设置了一名艾滋病防治宣传员，进一步明确各单位的
工作职责，协调各方面力量，狠抓落实，做到领导到位、投
入到位、保障到位、措施到位，扎扎实实地开展艾滋病预防
工作。

教育、主题班会、知识竞赛、板报、宣传图片、讲座等教学
形式向学生传授预防艾滋病知识，增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
抵御艾滋病侵袭的能力。四是以国际禁毒日、世界艾滋病日、
国际献血日、《献血法》纪念日等活动为契机，组织防保、
计生、团镇委、妇联等部门上街宣传，通过悬挂布标、广播、
发放宣传资料、提供咨询等方式，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
艾滋病防治知识，广泛开展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半年
来，我镇共组织开展防治艾滋病知识、预防毒品知识及无偿
献血知识等专题宣传教育活动3次，举办专题讲座1场次，发
放各种宣传资料近1000份，悬挂宣传布标4条，接受群众咨
询280人次，受教育群众达1500多人次。

(三)优化服务环境，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生殖健康服务

我镇加大了对服务网络建设的力度，改善服务环境，全力推
进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生殖健康服务。一是积极开展育
龄妇女的“三查一服务”。根据育龄人群的不同需求，定期
组织生殖健康检查，为所有已婚育龄妇女建立生殖保健档案，
定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乡义诊，为已婚育龄妇女提供生殖
保健咨询和妇女常见病普查普治服务，共免费为孕产妇进
行hiv检测，确保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二是把预防与控
制艾滋病工作作为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的重要内容。积极做
好常规性的调查、预查、筛查和干预工作。三是结合开展避
孕方法的知情选择，宣传安全套避孕和预防艾滋病的双重作
用，积极推广安全套的使用，免费发放避孕药具。

(四)重点关注特殊人群艾滋病预防，实行分类管理



为进一步控制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镇大力创新工作机制，
对特殊人群进行分类管理。一是组织人员深入宾馆、招待所
等旅馆业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并认真落实业主负责制，
确保旅馆业和娱乐服务场所摆放安全套工作落到实处。半年
来，全镇安全套摆放场所已达12个，累计发放安全套20xx只;
二是积极组织旅馆业和娱乐服务场所从业人员进行艾滋病筛
查;三是加强对戒毒人员的帮教工作。关心戒毒人员的生产生
活，切实为其解决实际困难，做好戒毒者及其家属的宣传教
育工作，切实提高戒毒提高效果，降低复吸率。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下步的打算

在我镇防治艾滋病工作中，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一)部分群众防治艾滋病意识淡薄，总认为这件事情是政府
和职能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

(二)工作经费不足。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财力、物力，而乡镇工作本身任务重，工作量大，经费
紧，为后续开展预防艾滋病知识宣传活动带来一定的困难。

(三)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社区、村委会缺乏开展艾滋病
宣传咨询活动的专业人员，村一级的计生宣传员人员少，工
作繁重，多数人缺乏必要的医学专业知识，影响基层开展艾
滋病宣传咨询服务的质量。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度重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

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加强有关部门的联动与协作，动员全社会，齐抓共管，
同心协力，共同健全和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
参与的艾滋病防控机制。



(二)发挥基层宣传网的作用，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学校团组织阵地作用，发挥团组织在青少年中战斗力、
号召力和凝聚力强的优势，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为重
点，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对青少年开展“面对面”宣传
教育，使青少年在防治艾滋病工作起到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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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防治艾滋病工作机构

防治艾滋病工作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安康，关系到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我办充分认识到了加强艾滋病防治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将艾滋
病防治工作纳入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了防治艾滋病工作
计划，成立了由街道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卫生工作的副
主任任副组长，社区书记、主任为成员的防治艾滋病宣传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社区各设置了一名艾滋病防治宣传员，进
一步明确各单位的工作职责，协调各方面力量，狠抓落实，
做到领导到位、投入到位、保障到位、措施到位，扎扎实实
地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

(二)加强宣传教育，提高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知晓率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防治艾滋病重要性的认识，我办积
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与教育。一是
健全社区计划生育宣传阵地建设，有针对性地对已婚育龄群
众开展艾滋病预防知识教育，印发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各种
生殖健康、艾滋病预防小册子，送到社区、进家庭，使群众
方便、快捷地获得所需要的生殖健康和艾滋病预防知识。二
是积极邀请有关部门到社区举办艾滋病防治知识讲座，对全
办干部职工、社区干部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三是以国
际禁毒日、世界艾滋病日、国际献血日、《献血法》纪念日
等活动为契机，组织健康教育、计生、团委、妇联等部门上



街宣传，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栏等方式，大力宣传有关
法律法规和艾滋病防治知识，广泛开展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
活动。半年来，我办共组织开展防治艾滋病知识、预防毒品
知识及无偿献血知识等专题宣传教育活动一次，举办专题讲
座1场次，发放各种宣传资料近200份，接受群众咨询20人次，
受教育群众达50多人次。

(三)优化服务环境，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生殖健康服务

我办加大了对服务网络建设的力度，改善服务环境，全力推
进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生殖健康服务。一是积极开展育
龄妇女的“三查一服务”。根据育龄人群的不同需求，定期
组织生殖健康检查，为所有已婚育龄妇女建立生殖保健档案，
为已婚育龄妇女提供生殖保健咨询和妇女常见病普查普治服
务。二是结合开展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宣传安全套避孕和
预防艾滋病的双重作用，积极推广安全套的使用，免费发放
避孕药具。

(四)重点关注特殊人群艾滋病预防，实行分类管理

为进一步控制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办大力创新工作机制，
对特殊人群进行分类管理。一是组织人员深入辖区企业、学
校等场所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二是加强对戒毒人员的
帮教工作。关心戒毒人员的生产生活，切实为其解决实际困
难，做好戒毒者及其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切实提高戒毒提
高效果，降低复吸率。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下步的打算

在我办防治艾滋病工作中，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1。部分群众防治艾滋病意识淡薄，总认为这件事情是政府和
职能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



2。工作经费不足。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财力、物力，而街道、社区工作本身任务重，工作量大，经
费紧，为后续开展预防艾滋病知识宣传活动带来一定的困难。

3。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社区居委会缺乏开展艾滋病宣传
咨询活动的专业人员，计生宣传员人员少，工作繁重，社区
干部缺乏必要的医学专业知识，影响基层开展艾滋病宣传咨
询服务的质量。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度重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

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加强有关部门的联动与协作，动员全社会，齐抓共管，
同心协力，共同健全和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
参与的艾滋病防控机制。

(二)发挥基层宣传网的作用，加大宣传力度

进一步明确宣传教育的重点，对广大群众主要宣传艾滋病的
传播途径、流行特点、防护知识;对各单位和全社会宣传党和
政府关于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团组织和团
员青年的作用，利用黑板报等贴近居民群众的有效宣传形式
以及组织青年志愿者深入社区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进行艾
滋病防治及其相关知识的宣传。街道结合计生继续开展以安
全套使用为主的预防艾滋病性传播宣传工作。

街道将通过各种宣传，使辖区居民更多的了解艾滋病的防治
知识，营造有利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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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防治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做好
艾滋病防治管理工作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
到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今天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了艾
滋病防治上半年工作总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赵家镇党委、政府在县委、政府及县重防办的领导下，认真
贯彻落实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
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领导，广泛深入
开展防治艾滋病知识宣传，加强特殊人群艾滋病预防管理，
重点开展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工作，艾滋病防治工
作取得初步成效，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现将我镇20xx年上半年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总
结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防治艾滋病工作机构

防治艾滋病工作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安康，关系到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我镇充分认识到了加强艾滋病防治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将艾滋
病防治工作纳入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了防治艾滋病工作
计划，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卫生工作的副
镇长任副组长，公安、司法、民政、中心学校等相关站所为
成员的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各村委会、
社区各设置了一名艾滋病防治宣传员，进一步明确各单位的
工作职责，协调各方面力量，狠抓落实，做到领导到位、投
入到位、保障到位、措施到位，扎扎实实地开展艾滋病预防
工作。

教育、主题班会、知识竞赛、板报、宣传图片、讲座等教学
形式向学生传授预防艾滋病知识，增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
抵御艾滋病侵袭的能力。四是以国际禁毒日、世界艾滋病日、
国际献血日、《献血法》纪念日等活动为契机，组织防保、
计生、团镇委、妇联等部门上街宣传，通过悬挂布标、广播、
发放宣传资料、提供咨询等方式，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



艾滋病防治知识，广泛开展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半年
来，我镇共组织开展防治艾滋病知识、预防毒品知识及无偿
献血知识等专题宣传教育活动3次，举办专题讲座1场次，发
放各种宣传资料近1000份，悬挂宣传布标4条，接受群众咨
询280人次，受教育群众达1500多人次。

(三)优化服务环境，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生殖健康服务

我镇加大了对服务网络建设的力度，改善服务环境，全力推
进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生殖健康服务。一是积极开展育
龄妇女的“三查一服务”。根据育龄人群的不同需求，定期
组织生殖健康检查，为所有已婚育龄妇女建立生殖保健档案，
定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乡义诊，为已婚育龄妇女提供生殖
保健咨询和妇女常见病普查普治服务，共免费为孕产妇进
行hiv检测，确保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二是把预防与控
制艾滋病工作作为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的重要内容。积极做
好常规性的调查、预查、筛查和干预工作。三是结合开展避
孕方法的知情选择，宣传安全套避孕和预防艾滋病的双重作
用，积极推广安全套的使用，免费发放避孕药具。

(四)重点关注特殊人群艾滋病预防，实行分类管理

为进一步控制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镇大力创新工作机制，
对特殊人群进行分类管理。一是组织人员深入宾馆、招待所
等旅馆业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并认真落实业主负责制，
确保旅馆业和娱乐服务场所摆放安全套工作落到实处。半年
来，全镇安全套摆放场所已达12个，累计发放安全套20xx只;
二是积极组织旅馆业和娱乐服务场所从业人员进行艾滋病筛
查;三是加强对戒毒人员的帮教工作。关心戒毒人员的生产生
活，切实为其解决实际困难，做好戒毒者及其家属的宣传教
育工作，切实提高戒毒提高效果，降低复吸率。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下步的打算



在我镇防治艾滋病工作中，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一)部分群众防治艾滋病意识淡薄，总认为这件事情是政府
和职能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

(二)工作经费不足。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财力、物力，而乡镇工作本身任务重，工作量大，经费
紧，为后续开展预防艾滋病知识宣传活动带来一定的困难。

(三)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社区、村委会缺乏开展艾滋病
宣传咨询活动的专业人员，村一级的计生宣传员人员少，工
作繁重，多数人缺乏必要的医学专业知识，影响基层开展艾
滋病宣传咨询服务的质量。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度重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

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加强有关部门的联动与协作，动员全社会，齐抓共管，
同心协力，共同健全和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
参与的艾滋病防控机制。

(二)发挥基层宣传网的作用，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学校团组织阵地作用，发挥团组织在青少年中战斗力、
号召力和凝聚力强的优势，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为重
点，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对青少年开展“面对面”宣传
教育，使青少年在防治艾滋病工作起到主导作用。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防治艾滋病工作机构

防治艾滋病工作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安康，关系到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我办充分认识到了加强艾滋病防治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将艾滋
病防治工作纳入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了防治艾滋病工作
计划，成立了由街道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卫生工作的副
主任任副组长，社区书记、主任为成员的防治艾滋病宣传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社区各设置了一名艾滋病防治宣传员，进
一步明确各单位的工作职责，协调各方面力量，狠抓落实，
做到领导到位、投入到位、保障到位、措施到位，扎扎实实
地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

(二)加强宣传教育，提高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知晓率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防治艾滋病重要性的认识，我办积
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与教育。一是
健全社区计划生育宣传阵地建设，有针对性地对已婚育龄群
众开展艾滋病预防知识教育，印发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各种
生殖健康、艾滋病预防小册子，送到社区、进家庭，使群众
方便、快捷地获得所需要的生殖健康和艾滋病预防知识。二
是积极邀请有关部门到社区举办艾滋病防治知识讲座，对全
办干部职工、社区干部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三是以国
际禁毒日、世界艾滋病日、国际献血日、《献血法》纪念日
等活动为契机，组织健康教育、计生、团委、妇联等部门上
街宣传，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栏等方式，大力宣传有关
法律法规和艾滋病防治知识，广泛开展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
活动。半年来，我办共组织开展防治艾滋病知识、预防毒品
知识及无偿献血知识等专题宣传教育活动一次，举办专题讲
座1场次，发放各种宣传资料近200份，接受群众咨询20人次，
受教育群众达50多人次。

(三)优化服务环境，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生殖健康服务

我办加大了对服务网络建设的力度，改善服务环境，全力推
进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生殖健康服务。一是积极开展育
龄妇女的“三查一服务”。根据育龄人群的不同需求，定期
组织生殖健康检查，为所有已婚育龄妇女建立生殖保健档案，



为已婚育龄妇女提供生殖保健咨询和妇女常见病普查普治服
务。二是结合开展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宣传安全套避孕和
预防艾滋病的双重作用，积极推广安全套的使用，免费发放
避孕药具。

(四)重点关注特殊人群艾滋病预防，实行分类管理

为进一步控制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办大力创新工作机制，
对特殊人群进行分类管理。一是组织人员深入辖区企业、学
校等场所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二是加强对戒毒人员的
帮教工作。关心戒毒人员的生产生活，切实为其解决实际困
难，做好戒毒者及其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切实提高戒毒提
高效果，降低复吸率。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下步的打算

在我办防治艾滋病工作中，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1。部分群众防治艾滋病意识淡薄，总认为这件事情是政府和
职能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

2。工作经费不足。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财力、物力，而街道、社区工作本身任务重，工作量大，经
费紧，为后续开展预防艾滋病知识宣传活动带来一定的困难。

3。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社区居委会缺乏开展艾滋病宣传
咨询活动的专业人员，计生宣传员人员少，工作繁重，社区
干部缺乏必要的医学专业知识，影响基层开展艾滋病宣传咨
询服务的质量。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度重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



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加强有关部门的联动与协作，动员全社会，齐抓共管，
同心协力，共同健全和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
参与的艾滋病防控机制。

(二)发挥基层宣传网的作用，加大宣传力度

进一步明确宣传教育的重点，对广大群众主要宣传艾滋病的
传播途径、流行特点、防护知识;对各单位和全社会宣传党和
政府关于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团组织和团
员青年的作用，利用黑板报等贴近居民群众的有效宣传形式
以及组织青年志愿者深入社区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进行艾
滋病防治及其相关知识的宣传。街道结合计生继续开展以安
全套使用为主的预防艾滋病性传播宣传工作。

街道将通过各种宣传，使辖区居民更多的了解艾滋病的防治
知识，营造有利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我街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和国务院
《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精神，加强领导，
广泛深入宣传，加强特殊人群艾滋病预防管理，重点开展以
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工作，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初步
成效。

我街非常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制定了防治艾滋病工作方案
和计划，成立了遏制与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小组，明确职责，
协调各方面力量，狠抓落实，做到领导到位、投入到位、保
障到位、措施到位，扎扎实实地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

二、多种形式宣传艾滋病知识，提高群众对艾滋病预防知识
的知晓率

我街采取了多种形式宣传艾滋病知识，健全婚育学校(分校)、
“三栏”的计划生育宣传阵地建设，结合育玲群众“五期”



教育开展艾滋病预防知识教育，印发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各
种生殖健康、艾滋病预防小册子送到社区、进家庭，通过出
动宣传车、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使群众方便、快捷地获
得所需要的生殖健康和艾滋病预防知识。居民对艾滋病预防
知识的知晓率达到80%。

三、优化服务环境，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生殖健康服务

我街加大了对服务网络建设的力度，改建或扩建计划生育服
务站所，改善服务环境，全力推进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
生殖健康服务。一是积极开展育龄妇女的“三查一服务”。
根据育龄人群"五期"的不同需求，定期组织生殖健康检查，
为所有已婚育龄妇女建立生殖保健档案，定期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送医下社区”，为已婚育龄妇女提供生殖保健咨询和
妇女常见病普查普治服务。二是把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工作作
为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的重要内容。积极做好调查、预查、
筛查和干预工作。三是结合开展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宣传
安全套避孕和预防艾滋病的双重作用，积极推广安全套的使
用，免费发放避孕药具。

四、重点关注特殊人群艾滋病预防，实行分类管理

针对特殊人群预防艾滋病工作难度大，我街大力创新工作机
制，对特殊人群进行分类管理。一是对hiv感染者，倡导注重
他们道德，尊重和保护hiv感染和aids病人的权益;二是对吸毒
群体，配合戒毒所、性病防治所等相关部门，做好吸毒者及
其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三是对流动人口群体，积极推广使用
安全套，控制艾滋病性接触传播。在人口流动量大的居委会、
超市发放安全套，拓宽了群众的取"套"途径，方便群众。四
是对青少年群体，在学校开展青春健康教育，通过生殖健康
讲座和同伴教育等形式，使青少年作为重点人群获得比一般
人群的有关hiv/aids预防知识。

我街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1。部门配合不够。艾滋病预防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是各部
门紧密配合的社会工程，在工作中我们与宣传和教育部门配
合较多，但与卫生、工商、劳动部门配合较少。今后我们要
加强与各部门各方面协调。工作经费不足。普及艾滋病防治
知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而街道工作本身任务重，
工作量大，经费紧，为后续开展预防艾滋病知识宣传活动带
来一定的困难。整体素质不高。社区居委会缺乏开展艾滋病
宣传咨询活动的专业人员，社区居委会一级的计生专干身兼
数职，工作繁重，多数人缺乏必要的医学专业知识，影响基
层开展艾滋病宣传咨询服务的质量。

今后，我街将在加大宣传力度、建立艾滋病预防与计划生育
日常工作结合的长效机制、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及服务能力、
完善和加强多部门协调机制等方面下功夫，继续努力探索和
实践，并向有经验的兄弟单位同行学习，力争为艾滋病防治
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地灾防治上半年工作总结汇报篇五

我局成立了以尼郎局长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分管领导陈渠副局长为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泽
仁达瓦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各乡镇分管地质灾害的乡镇长
为成员，负责地质灾害防治日常事务性工作，做到了层层有
人抓，处处有人管的工作局面。

我局于今年3月份组织工作组到全县6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
排查工作：

1、对排查出来的比较严重的隐患点采取了应急处置措施（主
要是搬迁避让）。



2、广泛宣传地质灾害防范的`危害，共发放各类宣传藏汉语
资料1860份，提高了全民防灾减灾避灾意识。

1、落实了汛期地质灾害防治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

2、与乡、镇（场）相关部门签订《地质灾害防治目标责任
书》；

3、每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落实了具体的责任人和监测人；

4、制定了“全县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应急抢险专项预
案”；

7、建立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预警网络；

9、共发放了地质灾害“防灾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

1200余份，在65该隐患点都立了地质灾害警示牌；

11、真达乡乡政府应急排危工程，正在积极开展申报工作；

1、近年乡镇换届新手多，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的宣
传还有待加强；全县缺少从事地质工作的专业人员。

2、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有待加强。近几年来相对平稳，没有
出现特大灾害，部分群众对灾害的创伤已开始淡忘，抱有侥
幸心理，认为发大灾离自己很远，灾害不可能年年有，防灾
减灾意识降低。

2、开展地质灾害巡查工作;

3、指导开展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治理项目立项与申报工作;

4、协调、指导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地质环境管理与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