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检验工作总结(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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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使零星的、肤浅的、
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理性认识上
来，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一份总结吧。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
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
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粮食检验工作总结篇一

今年以来，在县委县*的领导下，在县直相关单位的支持配合
下，我镇扎实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和监督检查工作，切
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切身利益,20xx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将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管责任

镇年初成立了以镇党委*为组长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做到了
明确任务，强化责任，落实措施。各单位均安排专人负责农
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单位一把手负总责。节假日期间严格落
实日报告制度，及时妥善处理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问
题，确保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来访来电专人登记、专人处
理。

（二）加强源头控制，提升农产品质量

今年我镇紧紧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强化农产品生产基
地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农药方面：重点加
强农药市场和农产品生产基地监督检查，从源头上防止和杜
绝高毒以及禁限用农药流入农产品生产基地。同时，督促农
药经营者和农产品生产者认真做好农业投入品经营档案及农



产品生产记录。兽药方面重点是对加强兽药购销管理，发放
购销记录表等，防止违禁兽药进入生产环节。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方面：重点是发放经营备案单，加强了饲料抽检工作，
对一些小型配混饲料加工、生产者要求有生产日志和饲料生
产配方及销售记录，对一些养殖大户的投入品进行突击检查，
要求他们切实做好生产记录和农业投入品使用记录。

（三）加大监管力度，确保消费安全

今年“”、“五一”、“两节一会”期间，镇人民*多次组织
工商、质监、*、农技、畜牧、环保、卫生防疫等部门，深入
到全镇农资市场、农贸市场和农产品生产基地，进行了农产
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通过实地检查，总体情况良好。对个
别农资销售点售出的农药等农资产品登记不详和少数农户无
公害生产技术操作规程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及时进行了纠正，
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经营户进行了清理整顿。

（四）强化宣传引导，提高质量安全意识

今年春耕备耕、“”、“五一”、“两节一会”期间镇司法、
农技、畜牧、环保、文广中心等单位多次联合开展农产品质
量安全宣传和送科技下乡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行之有效
的技术宣传、咨询、培训等活动，重点是加强《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宣传工作，通过印发宣传资料、开展技术培训、接
受咨询、销毁假劣农资和不合格农产品等多种形式，向农产
品生产者和城区居民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知
识，新品种、新技术以及如何识别假农资、不合格农产品等
相关知识。今年以来共发放农业法律法规、科技及政策宣传
资料5000余份，利用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宣传10次（期），
组织农产品质量法律法规知识专题培训5场次、柑橘无公害生
产技术培训15场次、蔬菜无公害生产技术培训5场次、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培训10场次，有效地提升了城乡居民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意识。



（五）抓好典型示范，推广无公害生产技术

今年我们以柑橘精品示范园为重点，扩大优质农产品基地建
设规模，落实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强
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为目的。今年新建柑橘精品示范园600亩，
通过统一技术标准，强化技术指导，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不
断提升我镇柑橘产业档次。一是建立基地抓规模化管理和典
型示范；二是大力调整品种结构，推广优质高产品种，进一
步改善柑橘品质；三是着力改善生产环境条件，为生产优质
柑橘奠定基础；四是实施无公害柑橘生产技术，减少环境、
土壤、水质污染，使农产品达到优质、安全、绿色无公害标
准；五是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产品档次，树立产品形象，王
子石无核碰柑已有了一定的市场声誉。

1、我县乡镇农产品安全管理工作硬件投入不足。目前乡镇农
产品检测设备、监督管理设施不够健全，检测设备购置、监
管工作方面经费不足，工作难度大。

2、农产品质量检测缺乏专业人才。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是一
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到水、药、肥、大气等方面的检
测，没有专业人才，工作也难开展，乡镇一级亟待配备专业
检测技术人员。

（一）突出部门联合，形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合力。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防范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工作，工作面涉及大，
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各相关单位的支持。尤其是每次专项整
治活动，都需要卫生、工商、城建、*、农技、畜牧等相关职
能部门联合行动，齐抓共管，我们的工作才会更有成效。

（二）突出宣传教育，全面提高食品安全意识。一要继续强
化农产品安全监管责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增加投
入，绷紧质量安全这根弦，心系群众生命健康；二要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农产品安全意识，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召开村民
大会、组建党员义务宣传队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产品质



量不合格的优质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相关知识，全面增强全民
农产品质量安全思想意识，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

（三）突出工作创新，全面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

强化镇村两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的落实工作，要将农产
品质量安全纳入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单位一把手
负责制，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有方案、有措施，各
项工作规范细致。要选聘一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员，长年
对全镇农产品生产基地、农贸市场开展监督检查。

（四）突出长效机制，从根本上防范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做到标本兼治。

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镇人民*将在
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防范机制，建立长效机制，逐步消
除不安全因素，确保全镇城乡居民生活*安、社会稳定。各村
要切实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作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长远
规划，彻底改变落后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提高农产品质
量安全整体意识。

（五）突出示范引导，提高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水*。

明年将继续推进柑橘精品园示范基地的建设工作，新建600亩，
逐步扩大示范基地规模。结合“菜篮子”工程建立无公害蔬
菜基地20xx亩。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农产品基地建设的技术
规程，大力推广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抓好典型示范，促
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普及应用。

粮食检验工作总结篇二

。



我县接到电力价格大检查的文件后，县上领导十分重视，专
题研究贯彻实施意见，县*成立了此次专项检查领导小组，由副
*兰序武任组长，物价局局长许明生、经济商务局局长周礼强、
监察局局长何林、环保局局长叶应和任副组长，成员有刘学
荣、王正明及经济商务局、监察局、环保局各一名同志参加。
此项检查办公室设县物价局，由王正明兼任办公室主任。检
查机构成立后，制定了中江县电力价格检查实施方案，方案
中明确了大检查的时间、检查范围及内容，检查时限等具体
步骤。

1、对四川中江供电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情况的检查。

2、对我县小水电价格的执行情况检查

根据经济商务局提供的情况，我县目前没有高耗能企业，地方
*及其部门没有出台优惠电价政策。

今年以来，电力处积极开展需求侧管理，加强电力保护工作，
在夏季电力供应极度紧张情况下，按照市委、市*提出的“四
个确保、一个最低”工作要求，较好完成了电力迎峰度夏工
作，满足了全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提高对电力的需求。
发电稳定增长。1-10月份全市累计完成发电量99亿千瓦时，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其中，6000千瓦及以上机组完成发电
量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用电稳步提高。1-10月份全社会
用电量1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工业用电量76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供电*稳有序。在迎峰度夏期间,未发生一起大面积
拉闸限电情况。全市最高供电负荷达215万千瓦，最大日用电
量4400万千瓦时,均创历史新高。电力的保证为全市工业经济
良好发展提供了基础。

粮食检验工作总结篇三

按照xx市建设局《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四个百分之百检查工作
方案》要求及精神，xx县建设局成立了以局长负总责，分管副



局长负责履行排查职责的检查小组，并抽调局机关建筑业管
理及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协同检查，深刻认识排查工作的紧迫
性、职责性和重要性，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精力投入到位，
工作措施到位，现将具体状况报告如下：

（一）排查范围：全县121个建筑施工项目（含中小学危改工
程项目81个，住宅等工程项目30个），其中，中小学危改项
目中，已有68个工程项目基本完工；住宅等工程项目中，
有13个工程项目全面完工，有3个工程项目停建，在建项目14
个。

（二）检查的重点：

1、未办理安全报监、施工许可等建设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

5、施工现场生活、办公等临时设施选址不当或安全状况较差
的，施工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质量低劣的等其他安全隐患。

（三）检查方法：

1、企业自检自查：9月初，将安全检查文件下发到各施工、
监理企业，要求各施工、监理企业自检、自查、整改安全隐
患，并将状况构成书面报告交我局。

粮食检验工作总结篇四

按照粮食安全责任制要求，为切实加强粮食库存管理，夯实
宏观调控物质基础，根据《市_关于开展20xx年粮食库存检查
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市_对地方储备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
检查，现将有关工作总结如下：

为切实做好本次库存检查工作，我局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成
立了以副局长为组长、监督检查科科长、财务科科长、储备
库主任为副组长，相关科室工作人员为成员的库存检查领导



小组，及时传达市库存检查工作通知精神，明确责任分工和
工作要求，确保按照市通知进度完成企业自查和_普查。

按照领导小组安排，市粮食储备库成立了以副主任王剑为组
长的库存自查工作小组，对照市局规定的七项检查内容，逐
项进行现场检查，从10月20日开始，进行现场整理，实施实
物检查，截止9月30日检查实际储存库点1个，仓房9座，共检
查储粮30000吨，其中：20xx年地方储备粮11000吨，20xx年地
方储备粮吨，20xx年地方储备粮吨。

企业自查结束后，_于11月7日，由副局长带队，对储备粮进
行普查，一是按照要求，深入细致地开展检查工作，逐仓认
真测量粮堆尺寸及容重、水分、杂质等相关指标，确保了测
量数据的真实准确。二是对库存数据的录入和提取认真细致，
认真核对数据，严格规范填报各项报表。三是认真核对库存
统计帐面数与实物清查结果相符合情况，以及库存账务处理
及时准确性，库存统计帐、会计帐和保管帐一致性。四是对
照安全储粮检查清单对库区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
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1、粮食库存账实相符、帐帐相符情况。对各仓粮食进行了实
地丈量测算，测算结果与保管帐、专卡记录相符，保管帐、
统计帐、会计帐三帐相符，数量真实。

2、库存粮食质量安全情况。地方储备粮质量、储存品质、食
品安全指标都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3、地方储备粮管理及轮换情况。认真核实轮换数量、年限、
质量、轮换明细账、轮换手续等，均无发现问题。

4、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情况。外包作业人员具备相关作业技
能；企业出入库生产用电、用火等管理规范；层层签订安全
生产责任书，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并落实到位；消防设施
设备齐全有效；化学药剂管理规范，药品库严格执行“五



双”管理，领用手续齐全，账实相符。粮仓粮温正常，水分
正常，无害虫、发热、霉变现象。

5、国家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情况。企业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粮食
收购政策、严格履行政策性粮食出入库义务，没有“打白
条”“以陈顶新转圈套取差价”、质价不符等违规行为。

6、企业执行粮食库存消化政策情况。买方企业收购、储存、
加工管理的业务手续和账务材料规范完整，没有虚报冒领、
买陈顶新、转手倒卖等骗取补贴行为。卖方企业不存在设置
出库障碍、额外收取费用等阻碍国家消化库存政策的违规行
为。

（一）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药品库门前没有张贴明显的“剧毒”标识。

2、药品库内没有安装监控设施。

（二）整改措施

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对药品库门前没有张贴明显的“剧毒”
标识，的问题，责令储备库11月30日前整改到位。对药品库
内没有安装监控设施的问题，建议储备库与浪潮集团联系，
安排安装监控并与储备库智能系统连接，整改时限12月30日
前。

粮食检验工作总结篇五

根据省、州*关于做好全国粮食库存检查的部署和要求，为了
确保县粮食库存检查工作能顺利完成，积极做好粮食库存检
查的前期准备工作。

（一）成立县粮食库存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县粮食库存检查工作的领导，经县粮局局
务会研究，成立了县*粮食库存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岩
香远；副组长：胡灿云、者益群；成员：玉光罕、孙*、杨秀
娟、毕荣、张劳、林敏、苏成、何俊飞、陶*、梁文，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局综合股，于3月3日开始进行
粮食库存检查，做到了有仓必到、有粮必查、有账必核、查
必彻底，不走过场的原则。

（二）我局参照《县粮食清仓查库工作实施方案》来进行粮
食库存检查工作的。

县国有粮食企业两户，分别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和云南军粮
供应站，共有粮仓8栋（间），分布于县城和乡镇，仓容吨，
目前无中央储备粮、国家临时储粮，全县纳入粮食库存检查
范围的粮食（原粮）共有吨，其中：地方储备粮（均为中晚
籼稻）吨，地方（县属）国有粮食企业商品粮吨，分别储存
于县城、勐伴、尚勇、勐棒、勐润5个库点14个仓位。

按照全省粮食库存检查工作的统一要求，我县粮食库存检查
工作领导小组通过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严格按照“有仓必
到、有粮必查，有账必核、查必彻底”的原则。于3月31日起
对我县辖区内的收储公司、军粮供应站实物和账务开展自查、
抽查工作，抽查工作于4月7日完成，具体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一）粮食库存数量情况。经检查3月末全县粮食检查时点统
计库存（原粮下同）吨，其中：地方储备粮吨，商品粮吨；
检查时点实际库存吨，地方储备粮吨，商品粮食吨；粮食库
存品种分别为中晚籼稻、小麦，其中：中晚籼稻吨，小麦吨。

1、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1号仓（县城）、1-1号仓（勐
捧）、4-1号仓（勐捧）、4-2号仓（勐捧）储存稻谷公斤，
检查与账面数吻合。

2、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9号仓（县城）、1-2号仓（勐



捧）、6-1号仓（勐润）、6-2号仓（勐润）、1-1号仓（勐
伴）、1-2号仓（勐伴）、3-1号仓（尚勇）、3-2号仓（尚勇）
储存稻谷公斤，检查与账面数吻合。

3、军粮供应站2号仓（县城）稻谷公斤，1号仓（县城）大米
公斤，1号仓（县城）面条、面粉折小麦吨，检查与账面数吻
合。

（二）粮食库存账务检查情况。经过核对，粮食库存实物与
保管账、统计账、会计账三账账面数量基本一致。经检查，2
户国企的账务处理符合规定，不同性质、品种的粮食按规定
进行分账管理、分仓储存、统计报表库存数据相衔接，表内
关系*衡、表间勾稽关系正确，粮食库存分品种、分年限与统
计报表中有关库存一致。企业统计台账健全、按规定保存。

（三）库存粮食质量检查情况。在粮食库存检查工作中，专
人负责对储存粮食质量情况检查，经检查全县粮食都处于安
全水份之内，质量全部达国标三级以上，符合国家规定的标
准，质量合格率达1%。地方储备粮为宜存粮，粮食储存通风
良好，无发热、霉变、结块、虫害等情况，粮食储存正常。

（四）县级储备粮轮换情况。轮换计划下达规范，轮换的品
种、数量、时间与计划一致，轮入粮食的生产年限和质量符
合政策规定，没有发现擅自串换品种、变更轮换库点和数量
以及未轮报轮、转圈轮换、超轮空期轮换等问题。

一是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整体业务水*；二是加
大对国有粮食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粮食安全。三是规范对
储粮的制度化、科学化管理，保证库存粮食安全。

县粮食库存检查工作在县*领导关心支持和县局领导统一安排
下，圆满完成了此次粮食库存检查工作。各股室和国有企业
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积极主动、上下一致、密切配合，使
粮食库存检查工作开展顺利；切实做到了思想认识到位，组



织机构到位，检查人员到位、措施落实到位；加强了组织领
导，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检查方法和时限要求，在企业的积
极配合下，我县的粮食库存检查工作在规定时间内按质、按
量顺利完成。

粮食检验工作总结篇六

1月28日至29日*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广州监督站来我标段进行
了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暴露出我标段施工现场诸多问题，针
对指挥部的安排部署，我项目部高度重视，对施工现场和内
业资料进行全面大清查，大整顿，并正对此次大整改、大反
思活动做出总结。

根据指挥部的安排部署，我项目部的大整改、大反思活动由
指挥部总工程师朱扬琼领导，由施工管理部、安全质量部提
出整改方案和监督整改，我项目部项目经理、总工组织本部
安全、质检、技术、实验、材料、测量、领工、施工及各专
业工种；各架子队进行详细安排和布置，各负其责，协调合
作。

1月30日至31日，由指挥部总工程师朱扬琼、指挥部施管部、
安质部和本人一起对第我项目部所有在建工程进行了全面大
普查，发现如下问题：

1、 桩基施工现场凌乱，无墩位牌、钻孔施工牌、钻孔记录
表、渣样盒

2、 泥浆池未作标准防护，无安全警示牌

4、 承台基坑未按规定的坡比开挖

5、 承台开挖弃土未外运，弃土乱堆，现场凌乱

6、 承台深基坑未作防护



7、 承台泡水

8、 承台上墩身预埋钢筋锈蚀

9、 承台及墩身混凝土同条件养护试块未按要求养护、标识
不清楚

10、 墩身施工支架未按要求搭设爬梯

11、 支架剪刀撑未按要求搭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