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镇麻疹防治工作总结(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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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总结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
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乡镇麻疹防治工作总结篇一

xxx街道地质灾害以洪涝为主，由于辖区地势低，基础设施差，
以至只要到汛期，雨量增多，上流水库一放水，地势较低的
民房、厂房及仓库等容易被淹。

（一）重点防范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的主要诱
发因素是5-7月份的降雨、上流水库放水等活动。预测今年地
质灾害的重点主汛期是5月至7月。

（二）防治重点。根据辖区地质灾害分布，预测地质灾害发
生的重点为火车站南头沿河民房、厂房及仓库。重点防灾地
段是工业南路101号至114号，省一建靠河边平房地势较低，
较易被淹。

根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稳定性和危险性，以及是否容易
造成人员伤亡等因素，确保做好辖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是事关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立了街道防汛抗旱、预防地质灾害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
全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体系和监测预报网络，落实地质灾害群
策群防责任制，及时安排街道防汛抗旱、预防地质灾害值班
表，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人。街道主任为第一责任人，负



责组织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工
作及发生地质灾害后及时组织转移群众撤离工作。

（二）广泛宣传，提高全民防灾意识。充分利用公开栏、宣
传栏、科普画廊等社区文化宣传阵地，广泛深入地宣传《地
质灾害防治条例》及地质灾害防治科普知识，以此提高广大
群众的防灾救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成立了街道防汛抗旱、预防地质灾害工作领导小组，并充
分发挥社区平安中心户长和楼幢长的作用，切实做好地质灾
害的`预防、信息反馈、宣传等工作。

2、落实社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人员，并制定和完善社
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防治工作预案，使受地质灾害威胁
范围内的每个居民了解灾害隐患、撤离路线、防灾避灾措施
等事项。

3、各社区要督促居民、基层单位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
的监测，尤其是汛期加强监测频率，密切观察地质灾害的发
展趋势，并做好记录。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向上级部门及领导
报告，如情况紧急要立即报告，并迅速组织人员撤离。

4、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险情巡查，做好防范突发性
地质灾害工作，并做好值班记录。对重点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要及时协调有关单位，落实群测群防责任制，并采取有效的
减灾措施。

5、要建立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机制。当天气情况发生变化
时，立即将相关信息通知到辖区各有关单位、企业、地灾监
测人和受威胁的群众，并做好有关防灾减灾工作。

（四）严格汛期值班和灾情速报制度。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
的特点，要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辖区企、事业单位要严
格实行值班报告制度，及时上报值班电话和值班人员表，以



便在灾害发生后能在第一时间知悉灾害情况，确保上报下达、
传递到位。一旦发现地质灾害险情，要按照分工要求，立即
协调有关单位，做好应急和抢险救灾工作，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灾情进一步扩大，力争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乡镇麻疹防治工作总结篇二

乡治理办十分重视全乡夏季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治理办主任
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夏季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并指出：各单
位、村委会必须提高对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认识，加强领导，
精心组织好本辖区、本系统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抓好落实。
各村委会召开了村民小组病媒生物防制动员大会，普及了病
媒生物防制知识，聘请相关人士对消杀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
训，提高了病媒生物防制技能，确保了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
深入开展。

在集中投药前，乡治理办注重综合防治和生态病媒生物防制，
以改善环境、搞好室内外环境卫生、封堵鼠洞为病媒生物防
制工作的前提，组织全乡进行“五乱”治理活动，治理了卫
生死角，清除了鼠类栖息地。今年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突出
了两个特点:组织开展了春夏集中灭蚊蝇活动；以治理鼠害工
作为突破口，集中组织开展了灭鼠活动，在4月上旬期间统一
投药，乡治理办组织会同乡卫生院一并进行了检查督导。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防鼠设施，对重点单位和一般单位，特
别是乡中心小学的重点部位，如门窗、储藏室、下水道、空
调过墙孔、排风口以及粮食堆放处等，按照统一的要求建立
了防鼠设施，加强了日常管理，注意及时修补和更换已损坏
的防鼠设施。

乡治理办组织了乡卫生院专业技术人员、乡中心小学卫生监
督员等12人参加的检查组，自4月20日起，对全乡开展了为期
一周的以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为重点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大检



查。检查组分为食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和居民区、单位内
部卫生两个检查小组，以每个村、乡机关为检查单位，对以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为重点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进行检查，在
查看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采取了随机的方式，进行了现场检
查和情况反馈。

在检查中，重点对村民聚居区、临时市场、小餐馆、副食品
出售点、医院等重点单位的218个房间进行了检查。特别是重
点检查了涉及群众生活最关心的小餐馆等饮食行业的病媒生
物防制、灭蟑和防鼠、防蝇设施以及食品卫生情况。对小市
场、应急避难广场、垃圾转运站、公厕、医院周边环境和一
般单位的196个房间的内部卫生和鼠迹进行了检查。

但是，在检查中我们也看到，全乡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存在
着开展得不均衡，个别餐馆鼠迹、蟑螂侵害现象仍很严重，
防鼠、防蝇设施不够齐全。这些现象严重的制约了全乡病媒
生物防制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为此，乡治理办要求各责任
单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对检查出的问题，举一反三，认真采取
补投药等措施，把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落到实处；尽快开展补
投药和灭蚊、蝇的化学药品消杀和物理防治，搞好病媒生物
防制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乡镇麻疹防治工作总结篇三

为深入开展“解放思想、两创四敢”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v^精神，宏扬当代女性拼搏进取、敬业奉献的
时代精神。

为把“妇女之家”建设成为叫得响、做得实、效果好的妇联
建设新品牌，真正成为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坚强阵地和深受广
大妇女信赖和热爱的温暖之家，安澜社区坚持以经济发展为
中心，坚持“两手抓”，也即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立
足服务大局、服务妇女、服务基层，强力打造巾帼建功、文
明和谐、权益保障三位一体的品牌，为“妇女之家”示范点



的建设作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一、以服务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为中心，紧紧围绕各阶段妇女
工作主线，按照市妇联指定的有关要求，立足基层，为加快
推进“三大定位、四个岱山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巾
帼示范岗”——妇女学校、巾帼健身队、巾帼志愿队等妇女
队伍的创建为载体，选树一批先进典型；通过纪念“三八”
妇女节101周年、开展各项妇女活动。二是促进全村妇女创业
就业。积极了解全村妇女的就业情况，为下岗、失业、困难
妇女提供就业指导和支持。构建系统的学习体系和培训体系，
深入学理论、学政策、学管理、学法律、学科技，通过集中
培训与分批轮训的方式，引导妇女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做
到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

二、以服务妇女儿童切身利益为重点，坚持教育引导和活动
凝聚，着力打造文明和谐品牌。借“母亲节”之际，关爱母
亲、孝敬长辈，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借“平安家
庭”活动，睦邻里关系，促进村和谐发展；借“六一”儿童
节之际，开展各项活动促儿童身心发展。

三、以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目标，坚持政策推动和救助
帮扶，提供矛盾协调处理和维权服务，着力打造权益保障品
牌。切实提高“妇女之家”的协调能力，积极调解邻里纠纷
和家庭矛盾，协调处理家庭暴力事件，引导妇女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及时接待妇女群众来访，为妇女提供婚姻家庭、
道德规范、心理调适、创业就业政策等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争取多方支持，为留守流动等困境儿童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
和服务。强化维权工作站服务功能，完善服务机制，创新服
务手段，丰富服务内容，提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服务水平；
大力实施“妇女儿童权益维护行动”。

四、以党群共建创先争优为统揽，促进“妇女之家”自身建
设，着力打造“三型”组织品牌。坚持以党建带妇建，积极
拓展“妇女之家”的服务范围，切实把“建家”和“服务”



有机结合起来，以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组织为
目标，力争推进妇女之家的“三型”组织建设，将其打造成
宣传政策的阵地、传播知识的课堂、传递信息的纽带、联系
和服务妇女群众的窗口、展示妇女风采的平台，推动妇联基
层组织建设工作实现新的发展。

总之，2021年安澜社区按照年度工作计划，立足新起点，激
发新活力，团结带领社区妇女致力于“星级妇女之家”创评，
努力开创妇女工作新局面。

乡镇麻疹防治工作总结篇四

国家卫生计生委配合^v^常委会修订了《职业病防治法》，
组织修订相关部门规章。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联合编制《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xx-20xx年)》，以^v^
办公厅名义印发，引领各地做好“十三五”时期职业病防治
工作，提出了到20xx年职业病防治的总体目标和工作指标，
明确了主要任务及实施举措。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织制定了
《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和《职业病危害治理“十三
五”规划》，修改完善了《高危粉尘作业与高毒作业职业病
危害防治条例》草案。提高职业卫生标准、放射卫生标准和
职业健康技术标准的效率和质量，制定了《局部排风设施控
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等7项职业健康技术标准。

1 配合修订了《职业病防治法》;

2 编制《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xx-20xx年)》;

5 制定了：

等7项职业健康技术标准(安监总局)。

国家卫生计生委继续加强各级职业病防治机构能力和服务体
系建设，举办两期全国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管理培训班，不



断提高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服务水平，确保为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提供方便优质的职业卫生服务。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10
个部门出台了《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指导
各地简化诊断程序，强化全流程规范管理，方便劳动者接受
职业健康服务，切实保护农民工职业健康和相关权益。

1 两期培训班(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卫计委)。

2 出台《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

各地主动关闭粉尘危害严重、不具备防治条件的小矿山、小
水泥、小冶金、小陶瓷、小石材加工等企业。要建立粉尘危
害企业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违规企业坚决予以曝光。

[内容与常规要求没特殊点]。

各级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安全监管等部门和工会
组织要针对当前农民工尘肺病诊断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研究制订具体办法，简化诊断程序，缩短诊断时间，切实解
决农民工尘肺病诊断的实际困难。对诊断有争议的，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鉴定。

[简化诊断程序好像还都没出台，其余内容与常规要求没特殊
点]

对于未参保尘肺病农民工，由用人单位依法支付其各项工伤
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先行支
付，并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向用人单位追偿。

[其余内容与常规要求没特殊点]

未参加工伤保险，且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无法确认劳动关
系的尘肺病病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按规定享受基本医



疗保险相应待遇，并可向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
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各地要落实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
度，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尘肺病农民工纳入大病保险和城乡医
疗救助体系。上述保障制度仍不能解决医疗救治问题的，要
采取多种措施，使其获得医疗救治。各级民政部门要将符合
条件的尘肺病农民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
助范围。对尘肺病农民工遭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
生活困难的，应当按规定给予临时救助。各地要出台优惠政
策，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
的传统美德，为尘肺病农民工献爱心、送温暖，逐步形成政
府救助与社会关爱相结合的工作格局，共同解决尘肺病农民
工的生活困难。

[内容与常规要求没特殊点]。

[内容与常规要求没特殊点]。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积极指导和推动做好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工
作，20xx年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共监督检查用人单位395289家，
下达执法文书284523份，行政处罚10487万元，较20xx年分别
增长、、。对6个省的39家建设单位执行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
设施“三同时”制度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发现问题358项，
下发了专项检查情况通报，并责令相关企业立即予以整改。
加强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管，及时向社会公开通报，
并责成有关省市依法严肃处理。

处罚力度大幅度增强(安监)。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陶瓷生产和耐火材料制造企业
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对15个省(区、市)进行督导，起草下发
《陶瓷生产和耐火材料制造企业粉尘危害治理工作监督检查
要点》，为各地开展监督检查提供了依据。以尘毒危害严重
的企业为重点，开展尘毒危害治理示范企业创建活动，以点
带面，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尘毒危害治理。组织开展工业企业



粉尘和化学毒物危害状况抽样调查，共抽查32个省级单位118
个县(市、区)的29351家工业企业，涉及劳动者2815088人，
形成了《工业企业粉尘和化学毒物危害状况抽样调查报告》。

专项整治：陶瓷生产和耐火材料制造企业粉尘危害治理，效
果显著(安监)。

国家卫生计生委继续做好职业病报告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
职业病报告质量和时效性，组织编写《职业病报告信息管理
规范》。进一步推进中央转移支付职业病防治项目，开展重
点职业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
等三项监测工作，对工作效果施行量化考核，组织省份间交
叉督导检查。组织支持西藏自治区开展放射卫生监测工作，
帮助西藏弥补了工作空白。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加强职业病防治机构建设，目前全国共有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3497家，职业病诊断机构580家，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1209家。

1 编制《职业病报告信息管理规范》(卫计委)。

2 开展重点职业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医疗卫生机构医用
辐射防护等三项监测工作，支持西藏自治区开展放射卫生监
测工作(卫计委)。

3 目前(20xx年年底?)全国共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3497家，职
业病诊断机构580家，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1209家(安监、
卫计委)。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和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印发《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通知。各地以“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先行”为主题，出动宣
传人员7万余人次，举办研讨会、报告会、知识讲座等9000余
场，参加现场咨询万人次，发放宣传材料1437万余份。制作
下发《〈职业病防治法〉系列宣传光盘(20xx年)》5000套，



在《^v^》《中国安全生产报》刊发10个专版。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推动“中国职业健康”微信平台建设，各级安全监管部门
培训职业健康监管人员21788人次，组织培训企业负责人、职
业健康管理人员122万人次，培训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1259
万人次。国家卫生计生委积极拓展职业健康管理内涵，搭载
健康城市平台，推动健康企业建设，编制相关指导文件。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做了很多事情。

乡镇麻疹防治工作总结篇五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明确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提高认识，迅速成立了镇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
组，加强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领导。由镇长曹世城同志任组
长，分管领导张晓桦、卫生院长高见任副组长，卫生院防疫
医生及各村卫生所所长任成员的领导小组。

根据艾滋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工作职责，结合本镇特点和实际，
制订了《关于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方案》和《艾滋病防治
宣传教育活动计划》，从而更好地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

我镇各部门、单位，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支持配合，并通过广
播、宣传栏、黑板报、召开座谈会和学习会议等形式，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共发宣传资料800余份。

(一)加大宣传，提高知晓率。今年是第24个“世界艾滋病
日”，在食品安全宣传工作的同时，号召全镇各村以“遏制
艾滋，履行承诺”为主题，大力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效果
良好，受到群众好评。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活动，15-49岁的在
家群众对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达75%以上。

(二)强化培训。艾滋病防治宣教进入单位、村、组，组织成
立了多支志愿者宣传教育服务队，为青少年进行预防艾滋病
知识的培训和宣传。



为确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病人。镇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将其拿入党委、政府的重要
议事日程。

1、各村的村主任为所辖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
辖区内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监控、宣传教育和管理。

2、各村卫生站的负责人为辖区内艾滋病防治工作卫生协管员，
负责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监测和报告工作。

3、镇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认真按照计划全面贯彻落实
艾滋病防治工作，对对全镇、重点场所的监控、宣传教育工
作。

4、镇食品药品监督协管员负责全镇的艾滋病防治日常工作、
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督查监管、各种资料的搜集和报送。

1、在贯彻落实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我们发现有少数群众的文
化素质低，自我保护意识淡薄，防范意识低。

2、亟待解决专业人员少、经费紧张跟不上的问题，才有利益
工作的顺利开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