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长制清四乱工作总结 导师成长制工作
计划(模板5篇)

计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个人生活还
是工作领域。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
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时间、资源和任务。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计划书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河长制清四乱工作总结 导师成长制工作计划篇一

根据临沂大学本科学生学业导师制实施办法精神,结合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各专业的专业特点和师资情况,制定本细则。

1、根据院制定的学业导师的任职资格和条件,负责导师的初
选和上报工作。

2、代表学校颁发聘书,统一印发《导师工作手册》。

3、做好导师和学生选择配备工作。导师的聘任由院领导小组
提名,由院党委研究确定。

4、做好导师日常业务管理工作,协调导师和辅导员的工作关
系。

1、教师报名

2、院务委员会确定拟聘名单

3、导师背景公示

4、学生选择(三个名额)

5、院务委员会调配



6、公布导师及所指导的学生名单

7、颁发聘书

三、学业导师的职责、资格和工作要求

(一)学业导师的职责

1、人生导航

2、学习指导

3、生活咨询

4、发展设计

(二)学业导师的任职资格

1、师德政治立场坚定、职业道德高尚、价值观念正确、言谈
举止端庄。

2、师能资历为硕士或讲师以上,且在高校实际担任教学任务
一年以上;教学效果测评在70分以上;有论文写作指导能力;有
较强的认知和评价能力;身心健康。

(三)学业导师的工作要求坚持正确的导向,符合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要求,符合学生成才规律,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
学业导师实行滚动管理和动态评价。

四、学业导师的工作绩效评价

(一)评价的内容:职业道德、履行职责情况、工作绩效。

(二)评价办法:工作绩效评价每学年进行一次。学业导师写出
工作写实,学生进行无记名书面评价,学术委员会、督导组组



长、院党政领导进行评价。三项在评价结果中的权重
为20%、50%、30%。将结果划分为三个等级,参与教师的年度
考核和岗位津贴分配。

五、学业导师选聘过程中的未尽事宜,提请党政联席会研究决
定。

河长制清四乱工作总结 导师成长制工作计划篇二

以^v^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践
行^v^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落
实^v^^v^来陕考察重要讲话，按照“生态优先、保护为主，
绿色发展、生态惠民，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党委领导、部
门联动”工作原则，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
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加快推进美丽陕西建设。到2021年底，全面建立省市
县镇村五级林长制体系。到2025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森林蓄积量达到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60％左
右，湿地保护率达到50%，70％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到2035年，初步实现三秦大地山青、天蓝、水净、景美。

二、组织体系

设立省总林长、副总林长。省总林长由省委书记、省长担任，
对全省森林草原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负总责，负责研究解决
全省森林草原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重大问题。省副总林长由
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分管副省长担任，负责协助省总
林长工作。

根据全省森林草原等生态资源分布特点和保护发展需要，在
秦岭、巴山、关中北山（含关山）、黄桥林区、白于山（含
毛乌素沙地）等5个生态区域设立省级林长，分别由省委书记、
省长、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分管副省长兼任，负责组



织领导责任区域森林草原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工作，协调解
决突出问题。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局分别为省级林长联络单位。

设立省林长制办公室，承担林长制组织实施具体工作，落实
省总林长、副总林长、省级林长确定事项，负责林长制推进
和实施的组织协调、调度督导、检查考核等具体工作。办公
室设在省林业局，办公室主任由省林业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
副主任由省林业局副局长和省级林长联络单位一名负责同志
兼任。

市县镇村结合本地实际建立林长制。市县设立总林长、副总
林长和林长，镇村设立林长和副林长，各级林长对责任区域
森林草原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负责。市县林长制办公室设在
同级林业主管部门，承担林长制组织实施具体工作。

三、主要任务

（一）科学编制规划。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结合区域自然条件、
资源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区
划林地、草地、湿地、荒地沙地和自然景观等生态空间，明
确功能定位、主攻方向和目标任务，组织编制森林、草原、
湿地等保护发展规划计划，落实目标责任，统筹规划、分区
施策、协调发展，全面提升生态系统功能。

（二）严格生态保护。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格控制林地、
草地、湿地等生态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
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的森林草原等生态资源监管。确定
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完善天然林管护制度，科学实施修复
措施，提高天然林质量。逐步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严格落实
基本草原保护、禁牧和草畜平衡等制度，加大湿地、草原保
护力度。严格执行《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加大
秦岭保护力度。加快推进秦岭国家公园建设，构建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



护。

（三）加快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国土绿化，深入实施退耕还
林还草、防护林体系建设、草原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加强
白于山区、毛乌素沙地、关中北山、黄河西岸等重要区域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以秦巴山区、黄桥林区为重点，强化森
林抚育经营，优化林分结构，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落实
部门绿化责任，创新义务植树机制，提高全民义务植树尽责
率，积极推进森林城市、绿化模范单位创建。

（四）加强灾害防控。严格执行《森林防火条例》和《陕西
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条例》，落实政府负责制，建立健
全森林草原有害生物防控机制和防灭火体系，坚决遏制松材
线虫病、美国白蛾扩散蔓延，提升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能
力。

（五）全面深化改革。巩固扩大国有林场改革成果，探索森
林草原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推动国有林场可持续发展。健全
草原承包经营制度，规范草原流转。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森林
康养、林下经济等绿色富民产业。

河长制清四乱工作总结 导师成长制工作计划篇三

为贯彻^v^^v^关于推行林长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
实^v^中央办公厅、^v^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制定本实施方案。

各地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全面推行林长制的重大
意义，强化工作落实，争取到2021年12月31日前全面建立省、
市、县、乡、村等各级林长体系，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责、
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保护发展林草资源长效机
制。



（一）分级设立林长。坚持党委领导、党政同责，各省（含
自治区、直辖市，下同）设立总林长，由党委、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担任。统筹考虑省域内的林草资源特点和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特别是重点生态区域和生态脆弱地区的特殊性，划
片分区，设立副总林长，由省级负责同志担任。

各省可分级设立市、县、乡等各级林长、草长或林（草）长
（统称“林长”）。村级基层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可设立村
级林长。具体名称和分级，各省可根据本辖区林草资源的具
体情况确定。

各省总林长对本省林草资源保护发展负总责。各级林长对责
任区域的林草资源保护发展负责。

（二）明确工作机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成立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林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国家林草局林长制领
导小组”），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
设立国家林草局林长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林
草局林长办”），负责指导全国、重点是省级林长制的实施、
督查和考核等工作。

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按照《意见》要求，在本级林长
的领导下，承担林长制日常工作，统筹本区域内林长制组织
实施和督查考核，负责横向和纵向的协调和沟通工作。

各级林长要全面履行《意见》明确的工作职责，落实保护发
展森林草原资源目标责任制。

根据“十四五”等相关规划，到2025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
到，森林蓄积量达到190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高
到57%左右，湿地保护率达到55%，60%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
治理。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贯彻《意见》要求，将上述指标和以下主



要工作任务，依据各地资源禀赋特点，分解落实到各省，纳
入对省级总林长的考核范围：生态保护修复，支持保障政策，
监督执法体系和基层基础建设，重大案件、重大火灾、重大
有害生物发生处置情况等。

各省要坚持以^v^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v^、^v^决策部署，根据本区域林草等资源分布状况，因
地制宜编制实施方案，层层分解，纳入各级林长目标考核体
系，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落实。

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落实党委领导、党政同责、属地负责、
部门协同的要求，狠抓责任落实，全面推动实施，确保完成
各项目标任务。

（一）把握进度安排。各省要按照《意见》要求，抓紧制定
工作方案，并指导督促所辖市、县出台工作方案。已经开展
林长制改革的地区，要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林长制体系和
工作机制。安徽省作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要充分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尚未实施的地区，争取到2021年12月31日前
出台实施方案、考核办法等相关文件，全面建立林长制责任
体系。

（二）突出工作重点。要围绕《意见》提出的“五个加强一
个深化”，结合本区域的资源禀赋特点和林草治理情况，紧
扣目标要求，突出生态优先、严格保护，突出基层建设、夯
实基础，突出精准提升、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细
化实化工作任务，每年集中精力解决几个重要问题，提高
《意见》实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不断推进林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强化制度建设。要落实《意见》要求，建立健全林长
会议、部门协作、信息公开、工作督查等各项制度。省级总
林长每年主持召开会议不少于1次，切实贯彻^v^、^v^有关
决策部署，研究解决责任区域林草资源保护发展的重点难点



问题，明确保护发展的目标任务、年度计划、工作重点、实
施保障等；组织开展全面督查工作，每年不少于1次，根据需
要适时组织专项督查。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机制。

河长制清四乱工作总结 导师成长制工作计划篇四

益阳市河长会议制度

为规范和推进河长制工作，切实加强河湖管理保护，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根据《^v^益阳市委办公室益阳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建立河长工作会议、河长专题会议、河长制委员会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等制度。

表彰、奖励及重大责任追究事项；协调解决全局性重大问题；
经市级河长同意研究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或重要讲话经市级河长审定后印
发。会议研究决定事项为河长制工作重点督办事项，由市委、
市政府督查室和市河长办负责组织协调督导，有关市河长制
委员会成员单位及区县（市）河长承办。

第一条河长制委员会成员单位联席会议由市级副河长或市河
长办负责人主持召开。出席人员：相关河长制委员会成员单
位责任人和联络人。

第二条会议根据需要适时召开。第三条会议由市河长办或市
河长制委员会成员单位提出，按程序报请市级副河长或市河
长办主要负责人确定。第四条会议议定事项：研究提出河长
制年度工作任务，分解落实河长、副河长确定的工作事项;协
调调度河长制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河长制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协调督导江河湖库保护管理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形成的
会议纪要经市河长制办公室负责人审定后印发。第五条会议
议定事项由有关河长制委员会成员单位分别落实。



全面推行河长制五项制度之二

益阳市河长制信息共享制度

为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提高工作效率，及时跟踪河长制实
施进展，定期公布河湖保护管理情况，根据《^v^益阳市委办
公室益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
见》，结合工作实际，建立河长制信息共享制度，包括信息
报送、信息简报和信息公开制度。

将重要、紧急的河长制相关政务信息第一时间整理上报至市
河长办，确保重要事项表述清晰、关键数据准确无误。

河长制清四乱工作总结 导师成长制工作计划篇五

根据新课程要求，为实现“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主动发展的无
限空间”的教育理念，推动师生之间积极*等的充分互动、教
书育人的和谐统一，做到教师人人是导师，学生个个受关爱，
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我校推行实施了全员导师
制。

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办学宗旨，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
积极性、创造性和内在潜力；体现亲情化、个性化的全新教
育模式，关注不同学生的思想、学习、心理、生活等各方面
需要，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为每一位学生的终身
发展提供指导奠定基础，探索一条“教师人人做导师，学生
个个受关爱”的教育管理途径，努力培养“人格自尊、行为
自律、学习自主、生活自理、心理自强”的时代中学生，切
实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健康成长。

4、积极探索一条“教师人人做导师，学生个个受关爱”的教
育管理途径，创设学校基础教育工作的新特色。

1、积极、认真、热情，做学生的知心朋友；



5、导师必须及时做好资料、档案的整理和积累工作，学期结
束前交德育处考核、存档。

全面关注所辅导的每一位学生，真正让学生学会、会学、乐
学，为他们最终成功、*、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