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党内法规备案工作总结(大全5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党内法规备案工作总结篇一

一是防控措施进一步加强，根据《江坡镇人民政府重大动物
疫情防治应急预案》要求，完善了突发重大动物疫情预防预
案，层层落实各项防控责任制，做好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工作。

二是动物防疫密度和质量进一步提高按照县局的防疫工作计
划，我站认真组织开展了猪瘟、牲畜“w”、猪蓝耳病、禽流感、
鸡瘟、狂犬病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免疫注射工作，其免疫情况
分别为：春防累计注射猪瘟疫苗、“w疫苗、蓝耳病疫苗59294
头次，密度达﹪、牛w疫苗17297头次，密度达95﹪、羊w疫
苗19681头次，密度达﹪;累计注射禽流感疫苗83428只，鸡瘟
疫苗83428只;注射狂犬病疫苗3911头次,密度达90%.我镇在4
月份中期分别在福龙，民乐村委会发生凝似小反刍兽疫疫情
后，在上级业务部门及镇领导的支持下，站内全体职工按照
相关疫情处置要求，对部分发生疫病的羊只进行了扑杀并作
好深埋无害化处理，同时对全镇13个村委会所饲养的羊只开
展了紧急防疫注射工作，共计免疫10265只，密度为。经过各
级人员的努力工作，此次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二)加大畜牧科技、畜牧惠农政策法规的宣传培训力度

以推动品种改良为工作重点，加大宣传力度，深入开展培训，
抓好各项畜牧科技的推广应用工作。全年完成科技培训60期，
参训人数达2480人;熟改生喂5300户;牧草种植500亩;套种青



饲料5000吨;推广青贮饲料5000吨;推广氨化饲料300吨;猪品
种改良4400胎，其中：本交改良1150胎，人工受精3250胎;牛
品种冻精改良完成950胎，完成全年的各项任务指标。围绕职
能创新，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实际推广技术，搞好服务，切
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是加大科技培训力度。结合当前新农村建设、养殖专业村
组、养殖专业合作社、整村推进等项目的实施，采取多种培
训措施，以镇-村-组的培训形式开展优质仔猪培育、肉牛养
殖、黑山羊高床养殖、牧草种植、畜禽品种改良、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等为主要内容和以规模养殖户(场)为重点的科技培
训。

二是加大对能繁母猪保险政策的宣传，落实惠民政策，我站
按照要求认真组织村防疫员开展能繁母猪保险业务。全镇共
计投保能繁母猪1936头，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三是积极推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我镇现有的种猪、
肉牛品种资源及站点配套设施，加大生猪杂交改良、肉牛冻
改和黑山羊种羊异地串换力度，加快推进畜禽品种良种化进
程。

四是饲草饲料资源得到充分开发。积极抓好饲草饲料的资源
开发利用，加大优质牧草和青绿饲料的种植与套种的推广步
伐，制作青贮饲料、氨化饲料，以解决饲草饲料不足，淡旺
不均的矛盾。

(三)切实加强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工作

一是根据县肉食品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加大相关政策和法律、
法规的宣传，进一步加强了畜禽产品安全整治工作;二是加大
对活畜市场和生猪屠宰点的检疫工作，尤其是节庆日对畜禽
市场进行检验，并做好消毒工作，真正把动物疫病控制在源
头，认真做好检疫记录台帐，保障当地群众真正吃上放心肉;



三是加强对全镇兽医、饲料、兽药、种畜禽经营户、规模养
殖户(场)的监管力度，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台帐，尤其对饲
料、兽药经营户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检，有效地保证了当
地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加强对全镇规模养殖户场疫情监管，
且做好监管记录，为我镇的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

(四)加大对规模种养殖户和特色专业村组的培植

全年，我镇共发展肉牛规模养殖场1个，黑山羊养殖场1个。
在抓好扩大规模养殖大户发展的同时，还根据县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积极培植仔猪养殖专业村组，引导群众转变观念，
增强市场意识，逐步树立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养殖的经营理
念。

党内法规备案工作总结篇二

20xx年，县水利电力局党支部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在全局范围内扎实开展干部职工履职尽责“回头看”、
“创先争优”及“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不断增强
党支部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现将一年来我局党支部的工作总结如下：

1、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契机，坚持推行党员干部
集中学习制度，通过班子成员带头学习、带头研讨、带头讲
课，在全局范围内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进一步加大培训学
习力度，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强
化廉洁奉公、勤政廉政意识。全年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了
《^v^中央^v^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国^v^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八项规定等理论学习读
本，进一步强化了“立足岗位、献身水利”信念。

2、强化廉政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支部班子成员从自身做起,按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



准则》要求，规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从一言一行上为党员
做出表率。同时局党组高度重视党员廉政教育和党性教育，
邀请县纪律、检察院、县委党校的领导进行廉政教育和党性
教育专题讲座。通过培训学习，广大党员同志党性得到锤炼，
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牢固树立了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支部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进步，党员同志的精神风貌大为改
观。

1、建立完善各项制度，增强党组织号召力

制度问题是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也是
我们党长期以来的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党的各项事业，
也必须靠建立健全科学严密的制度来规范和执行：一是建立
完善党支部“叁会一课”制度，将“叁会一课”的内容具体
化、责任化到支部支委成员，有主持、主讲，进行系统的专
题性的实际性的学习;二是建立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自讲自
纠，让党员互相监督、互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叁是建立完
善党员评议制度;四是建立完善党费收缴，廉洁自律等多项制
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完善，有效地促进党建工作发展。

2、抓好党务工作，保护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为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抓好党务工作，我局把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德治”与“法
治”的有机统一。今年以来，一是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使广大党员严于律已，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在两个文明建
设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严格
把好党员的“入口关”，按《中国^v^章程》的“坚持标准、
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有计划、有重点
地加强对要求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考察工作，坚持
做到“五个不发展”，即培养考察时间不够不发展，条件不
成熟不发展，入党材料不齐全不发展，不经公示后不发展，
公示后发现有问题不发展。



继续深入开展城乡支部结对共建工作，不断推进xx村支部建
设。加大xx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帮扶力度，一是投资20万元，
为xx镇新建灌溉渠道;二是投资5万元实施xx镇煺xx村耕还林
项目，主要进行渠道维修及清淤;叁是帮扶计生工作资金1000
元，帮助解决计生工作实施过程中的困难。通过城乡结对共
建活动的有效开展，使结对支部班子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
逐步提高，结对村农田水利灌溉条件逐步改善，稳定、和谐、
文明的新农村环境逐步形成。

为帮助贫困学生实现大学梦想，我局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响应
县团委的号召，踊跃为贫困学子捐款2429元，奉献了自己的
爱心。

我局党支部按照“围绕工作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党
建工作思路，以“学先进创先进，当楷模比奉献”为主题，以
“叁带头、叁帮助、叁创建、叁提高”为载体，在全局范围
内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着力打造“学习型、创新型、先
进型、实干型”干部队伍，通过组织开展“水电业务知识竞
赛”、“每月一文”推荐、“叁比叁争”、“先锋争创，献
身水利”等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党支部建设，有效激发了党
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树立了献身水利事
业的信念，以实际行动较好地阐释了“献身、负责、求实”
的水利人精神，实现了党建、业务两促进，双丰收。

今后，我们将在局党组的有力领导下，团结一心，继续发扬
奋发有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不断发挥干部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水电工作快
速发展，为建设果香、富裕瑶族做出我们的更大贡献。

党内法规备案工作总结篇三

畜牧业在我们国家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我们的食物有很
大的部分是靠畜牧业来支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因为
现实中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来工作，畜牧业的。



发展直接和我们国家的人们生活水平有着极大的联系！
在20xx年的工作结束以后，我们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因为
一年的工作，我们的畜牧兽医站的工作做好了。

在20xx年一年中，我站在主管局区和畜牧中心直接领导和帮
助下，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配合下，对畜牧业的发展，品
种改良、防检疫、新科技推广示范、饲料饲养、种草养畜、
强化防检疫和服务体制等工作，尤其是聘用村级防疫员工作
中，职工对自己本职工作起到积极作用。我站认真抓好管理
工作，做好干部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通过全体干部职
工的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畜牧生产任务
和经济任务。在着一年中做好了以下几项工作：

按照《两个条例》和主管局有关文件开展工作，对辖区内进
行监督检查达36场次，出动人员108余人次。禁止无证经营和
假劣兽药、饲料上市，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为安全肉
类食品打下坚实基础，为养殖户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确保
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蛋、喝上放心奶”。

按上级的要求认真贯彻《种畜禽管理条例》及有关文件精神，
宣传优良品种。特别是龙大养猪场引进587头良种能繁母猪，
为品种改良工作打下了基础。

1、安全保卫。

按上级主管局有关文件精神执行，安全生产是重中之重，在
节假日前，都要召开站内全体职工会议强调安全保卫工作的
重要性，本年度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无一人违反治安管理
条例，安全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

2、计划生育工作。

该项工作是我国的国策，自觉遵守，人人响应计划生育号召，
一年来我站未发生一例计划生育现象。



严格按照主管局计财科有关文件执行。全年总收入元，其中：

1、财政拨入经费元。

2、站内防检费、耳标费、消毒费等收入元。

3、其它收入房租费元，站内多收入防检费充转帐有毒有害津
贴元。全年总支付元。

4、上缴财政专户款元。

5、财政拨入经费和其它收入支出元。

6、房屋维修费元。收支品迭余元。根据主管局计财科有关文
件规定，严禁联单、白发票入账。

党内法规备案工作总结篇四

畜牧业在我们国家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我们的食物有很
大的部分是靠畜牧业来支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因为
现实中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来工作，畜牧业的发
展直接和我们国家的人们生活水平有着极大的联系！在20xx
年的工作结束以后，我们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因为一年的
工作，我们的畜牧兽医站的工作做好了。

在20xx年一年中,我站在主管局区和畜牧中心直接领导和帮助
下,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配合下,对畜牧业的发展,品种改良、
防检疫、新科技推广示范、饲料饲养、种草养畜、强化防检
疫和服务体制等工作,尤其是聘用村级防疫员工作中,职工对
自己本职工作起到积极作用。我站认真抓好管理工作,做好干
部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通过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
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畜牧生产任务和经济任务。在
着一年中做好了以下几项工作:



按照《两个条例》和主管局有关文件开展工作,对辖区内进行
监督检查达36场次,出动人员108余人次。禁止无证经营和假
劣兽药、饲料上市,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为安全肉类食
品打下坚实基础,为养殖户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确保人民群
众吃上“放心肉、蛋、喝上放心奶”。

按上级的要求认真贯彻《种畜禽管理条例》及有关文件精神,
宣传优良品种。特别是龙大养猪场引进587头良种能繁母猪,
为品种改良工作打下了基础。

1、安全保卫。

按上级主管局有关文件精神执行,安全生产是重中之重,在节
假日前,都要召开站内全体职工会议强调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
性,本年度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无一人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安
全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

2、计划生育工作。

该项工作是我国的国策,自觉遵守,人人响应计划生育号召,一
年来我站未发生一例计划生育现象。

严格按照主管局计财科有关文件执行。全年总收入元,其中：

1、财政拨入经费元。

2、站内防检费、耳标费、消毒费等收入元。

3、其它收入房租费元,站内多收入防检费充转帐有毒有害津
贴元。全年总支付元,其中

4、上缴财政专户款元。

5、财政拨入经费和其它收入支出元。



6、房屋维修费元。收支品迭余元。根据主管局计财科有关文
件规定,严禁联单、白发票入账。

党内法规备案工作总结篇五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农村集体聚餐的食品卫生安全，预防食物中毒
和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v^食品卫生法》、《^v^关于进一
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乡实
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农村集体聚餐是指农村（农民）在非经
营性场所举办的婚嫁、丧事等各种宴席。

第三条 各村、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农村集体聚餐的食品安
全工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农村集体聚餐的食品卫生
安全。

第四条 农村集体聚餐的管理坚持部门指导和行业自律相结合
的工作原则，实行申报备案与现场指导相结合的管理制度。

第二章 环境与设施卫生要求

第五条 宴席举办人应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农村集体聚餐加工、
聚餐场所，选用有资质的乡村厨师承办宴席。承办厨师对举
办人应提出卫生菜谱和卫生指导意见。

第六条 加工场所周围 20 米内无粪坑、猪圈、垃圾堆场、有
毒有害企业等污染源。

第七条 加工场所布局合理，按流程划分相对独立的原



料清洗整理、餐具清洗消毒、烹调、待菜、仓贮区域等。

第八条 用于加工的场所预先进行环境清扫，保持内外环境整
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老鼠、蟑螂、苍蝇及其孳生条件。

第九条 宴席厨房应设于固定用房内，配备有足够的照明、通
风装置和有效的防蝇、防尘、排污及存放废弃物的设施，有
冷冻冷藏、清洗水池和餐具保洁设施等。

第十条 因原料清洗、整理、餐具清洗消毒需要临时搭建的简
易棚，应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地面平坦、硬化，四周设围
护。

第十一条 用于加工的刀、墩、板、桶、盒、筐、抹布

以及其他工具容器，应当按原料、半成品、成品区分开使用，
定位存放 , 用后洗净，保持清洁。

第十二条 承办厨师自备餐具在存放、运输过程中应使用专用
的密封保洁柜，餐具保洁设施定期清洗，保持洁净。

第十三条 宴席用水应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
求，不得直接使用河水和未经检验合格的井水。

第三章 食品的采购和贮存

第十四条 承办厨师应对举办人采购食品提出指导性意

见，禁止采购下列食品：

（二）无检验合格证明的肉类食品；

（三）食品标签标注内容不全，或超过保质期的定型包

装食品；



（四）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供应的食品；

第十五条 食品应分类存放于清洁、干燥的室内场所，需冷藏
条件下保存的食品应当及时冷藏。

第四章 加工过程的卫生

第十六条 承办厨师必须认真检查待加工食品及原料，发现腐
败变质、感观性状异常的，不得加工、使用。

第十七条 食品原料在使用前必须洗净，蔬菜、肉类、水产品
分类清洗后应使用流动水进行冲洗。

第十八条 需加热加工的食品应当烧熟煮透，其中心温

度不低于 70℃，加工后的成品应当与食品原料、半成品分开

存放。

第十九条 烹饪后至食用前需较长时间（超过小时）

存放的食品应当在高于 60℃或低于 10℃条件下存放，需要
冷藏的热食品应当冷却后再冷藏。凡隔餐或隔夜的熟制品必
须再次充分加热后方可食用。

第二十条 受加工条件限制，农村家庭集体聚餐不得使用生或
半生流水产品（冷盘）。

第二十一条 对宴席供餐食物每种 50 克以上冷藏留样 48 小
时。

第二十二条 餐、饮具使用前必须洗净，流动水冲洗；

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符合食品用产品卫生要求和标准。



第五章 乡村厨师卫生要求

第二十三条 乡村厨师必须每年进行健康检查；新参加

工作、临时参加工作人员经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
上岗。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疾病（包括
病原携带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
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的疾病的，不得从事食品加工工作。

第二十四条 乡村厨师应经过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培

训，掌握相关食品卫生要求和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并取得
《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后方可承办农村集体聚餐。

第二十五条 乡村厨师个人卫生要求（一）穿戴整洁的工作衣
帽，持证上岗；

（二）工作前、处理食品原料后或接触直接入口食品之前应
用流动清水洗手；

（三）不得留长指甲、涂指甲油、戴戒指；

（四）不得有面对食品打喷嚏、咳嗽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的
行为；

（五）不得在加工场所内吸烟。

第六章 申报和管理

提前 24 小时向本乡（镇）食品安全委员会申报备案。

第二十七条 乡(镇）食品安全委员会接到申报后应认真

做好登记并做好现场指导工作，重大事项及时向上级机构报



第二十八条 申报内容包括举办人、承办厨师基本情况，就餐
时间、地点、人数和人员来源、场地卫生条件、菜肴清单等。

第二十九条 对已申报的农村集体聚餐宴席按季节和规模，实
行分类指导。

就餐人数 50 人以上 500 人以下的由所在乡食品安全协调领
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本《办法》的要求，分派食品安全协管员
进行书面指导或现场指导，由食品安全协管员与举办者或承
办厨师签订食品卫生安全承诺书。

就餐人数 500 人（含 500 人）以上的，卫生监督机构根据本
《办法》的要求，指派卫生监督员进行现场指导，由卫生监
督机构与举办者或承办厨师签订食品卫生安全承诺书。

第三十条 申报地有传染病正在流行的，禁止举办群体性聚餐；
申报地邻近有传染病正在流行的，限制举办群体性聚餐；患
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包括病原携带
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
食品卫生的疾病的人员，禁止举办或承办家庭宴席。

第三十一条 对农村集体聚餐引发的食物中毒或可疑食物中毒
事件，应严格按照《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做好调查、
报告、处理和控制工作；宴席举办者、村委会、乡食品安全
工作领导小组和当地医疗单位要采取应急救治措施，保护好
现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食物中毒事件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十二条 实行农村集体聚餐责任追究制度。对不按本《制
度》规定办理申报手续而举办农村集体聚餐，造成食物中毒
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举办者和承办厨师，由卫生行政部门
依法进行查处；对接到农村集体聚餐申报后不履行登记、报
告、指导和签订食品卫生安全承诺书职责，造成食物中毒或
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乡食品安全协管员，由所在单位进行批
评教育或行政处分；对不履行监管指导职责，造成农村集体



聚餐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责任卫生监督员，由卫
生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通报批评或行政处分。

对违反本《制度》规定，造成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情节

特别严重的，要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农村集体聚餐申报备案表、食品卫生安全

承诺书由乡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统一制定。

第三十四条

本制度与有关法律法规冲突的，以有关法

律法规为准。

第三十五条

本制度由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食品卫生安全承诺书

为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自觉规范餐饮服务环节食品生

送单位卫生规范》等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建立健全本
单位卫生管理组织制度，增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为食品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预案，对本单位的食品卫生安全负全面责任。



2、认真履

行食品安全责任，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依法承担相应产品
的质量责任，主动接受监督。

3、持有效餐饮服务许可证

4、建立食品及原料、食品

害猪肉及其制品。5、不采购使用标签标识不全、包装破

损、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不采购使用无中文

全，正常使用。冷菜（熟食）间严格做到“专人、专室、专

用工具用具、专用冷藏设施、专用消毒设施”

；生、熟食品，原料与待加工食品、成品绝不混放，严防交
叉污染；提供和

使用消毒安全的餐饮具。食品及原料贮存隔地离墙，分类摆

放。7、在许可范围内从事餐饮服务活动，严格执行

时留样制度。8、认真处理消费者的投诉和建议，作一个诚实
守信的餐饮业经营者，积极配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
进行的监督检查。

承诺人（法定代表人或业主）：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