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违规占道经营整治工作总结报告(大
全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
的信息，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小编给
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违规占道经营整治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本次调研活动主要采取走访、了解当事人的方式。配合“全
县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针对青云路、雪涛路；两侧的
沿街店面25户，长期占道摊点20户，临时占道摊点20户，及
附近居住的居民、学生25人进行调查研究。被调查人员中城
中居民、下岗职工15户占17%；城区失地居民20户占22%；进
城务工人员及家属15户占17%；农民15户占17%；工薪阶层20
人占22%；学生5人占5%。

违规占道经营整治工作总结报告篇二

占道经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单纯靠突击整治和取缔的方法，很
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容易引发执法纠纷和社会矛盾，并且
形成整治、回潮、再整治再回潮的恶性循环。因为我们目前
还不能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过上“不用劳动就小康”的。
生活，我们也无法改变占道经营的便民利民的特性，我们所
能做的就是在现有市场配套不健全的大环境下，尽量化解矛
盾，根据占道经营的特点分类管理，达到既让弱势群体
有“活路”，而我们的工作又有“出路”的目的。为此，建
议应从现有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先疏
后堵、疏堵结合的方法，充分治理城市管理中的这个难题。



（一）对于季节性蔬菜、水果销售。我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青云路和新兴街交叉口、雪涛路北段这里会自发形成市场。
每年不同季节的时令蔬菜、水果都会自发的到此处经营批发，
蔬菜、水果上市时，这里是蔬菜、水果批发市场。每到此时
马路上全部都是摊点，不仅影响市容、还经常引起交通堵塞。
执法人员早上6点就上班到此处盯守，并在周边的小巷给小贩
设定交易区但，由于周边小巷比较分散，影响蔬菜销售，因
此城管人员稍有疏忽便又出现小贩占路经营现象，效果不尽
如人意。因此可以采取加强监管和疏导力度，设定交易时间
段等措施。

（二）对于街边长期占道摊点。例如老汽车站附件的路边小
吃、新赵都超市门口，早起和傍晚这里占道经营现象十分严
重，安全隐患大（如小摊点使用的液化气罐），烤羊肉串和
麻辣烫等产生的油烟污染严重，食品安全也有问题，收摊后
产生的垃圾严重污染环境。建议在不影响交通和居民日常生
活的前提下，根据需要，可以在适当路段、街巷，统一规划
场地、标识，或设计一批造型统一的简易货柜或者销售亭，
以便于规范和管理，这样既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一时急
需，又能促进弱势群体就业。

（三）对于农户的自产自销的产品和失业人员的零售摊点。
从我县实际来看，种菜的菜农多是城郊农民，如县城西郊的
魏村种甘蓝和花菜的菜农、城西北郊大姚堡村种花生、大白
菜的菜农，以及城北道东堡村的苹果基地等农民，这些村都
有几十年的种植传统。另外城中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多数
年龄大、生活困难，往往从批发市场上批发一些蔬菜水果，
然后随心选个路边就卖。建议可以通过在路边悬挂条幅和公
益广告位（如灯杆、电线杆等）悬挂长期的取缔占道经营的
牌匾，以及指领到某某处去销售的指引牌。

（四）对于十二生肖广场周边的环境管理。广场是一个城市
的基本形象，也是群众健身娱乐的重要场所。占道经营、噪
音扰民、八字算命等严重影响了交通和周边环境秩序，建议



执法人员结合广场管理部门共同清理，作为广场管理部门更
有义务配合去管理好自己的辖区，把占道经营规范到指定场
所经营。

最后我希望通过各相关部门的综合规划治理和执法人员的共
同努力，真正实现占道经营走向规范化、系统化、便民化的
目的，达到管理者、经营者、消费者共赢的局面。

违规占道经营整治工作总结报告篇三

对待取缔占道经营的态度，从被调查者反应的情况来看，非
常赞成取缔占道经营现象，还路于民的有46人，占51%；认为
应当取缔但应给予合理安排的有27人，占30%；认为方便了周
围群众的生活的有15人，占17%；认为不该取缔，否则危及其
生存的有2人，占2%。

违规占道经营整治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一）是唯一一所农产品批发市场地处县城东郊，地方偏远，
消费者买菜不易，菜农卖菜难。县城多数住宅小区周边无蔬
菜门市或蔬菜门市蔬菜价格偏高，不能吸引附近居民。农民
自己种植的蔬菜一般于夏秋季节集中、量大，居民需求量大，
季节性蔬菜不可能全部进入蔬菜市场、蔬菜门市和超市销售，
因此这个时节占道经营的菜农多数是种植季节性蔬菜的农民。

（二）是下岗职工、城区失地居民，这些人一无足够的资金
开设店铺，二无专业技能受聘于单位，找不到就业门路，为
了养家糊口只能流落于街头巷尾占道经营，摆摊设点成为其
谋生的途径之一。

（三）是占道经营符合周边群众就近购物的习惯，也为占道
经营的流动摊点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由于占道经营业户
大多数是流动摊贩，他们长年不交各种费用，加之人力成本
低廉，所售商品价格自然就低。从服务居民这个角度看，占



道经营具有“便民”和“扰民”的双重性，如卖菜、修自行
车、修鞋等，确实方便了周边的群众，并且路边摊点的蔬菜
水果，既新鲜又便宜，经营摊点大多又在住宅小区周边，确
实符合了小区居民的购物特点，因此也吸引了一部分居民的
消费热情。

违规占道经营整治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2021年，县局药品股在市局药化科等相关业务科室的指导下，
在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强化日常监管，
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开展“两品一械”专项整治，切实
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用药用械用妆安全。现将工作开展
情况总结如下：

1.处方药专项整治。重点检查药师在岗情况、处方药是否涉
嫌开架销售、药师不在岗销售处方药、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
等行为；同时下发了2021年处方药专项整治方案。开展监督
检查共计246家次，对药师不在岗销售处方药、未凭处方销售
处方药等现象下达现场责令改正通知书14份；对涉嫌未凭处
方销售处方药违法行为1件，已移交县综合执法局立案查
处。2.中药饮片专项整治。重点检查中药饮片购进是否合法，
是否有虫蛀、霉变、受潮、变质等现象。开展监督检查共
计75家次，下达现场整改通知书6份。3.村卫生室专项整治。
重点检查药品来源，是否由卫生院统一配送，是否有自行采
购药品现象，是否从有资质的商家进行采购，是否有过期药
品等现象。开展监督检查共计18家次，发现违法行为3件，其
中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1件，销售超过有
效期药品2件，已移交县综合执法局立案查处。4.开展规范药
品零售企业经营秩序专项整治。重点检查是否从非法渠道购
进药品并销售，是否从医疗机构购进制剂并销售，是否购进
销售假劣药品或将非药品冒充药品进行宣传，是否存在执业
药师挂证现象。开展监督检查共计92家次，对7家不符合gsp
要求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5.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检
查。加强对母婴用品专卖店、商场等儿童化妆品经营者的监



督检查，重点检查其依法履行进货查验记录义务情况、所经
营儿童化妆品的功效宣称情况、标签标识内容是否与备案或
已批准的内容一致，是否经营违法儿童化妆品等。开展监督
检查共计29家次。

为保质保量完成市局下达的省级监抽任务，我局拟定了
《2021年凤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检方案》，主要以高风险、
适用面广、临床应用量大、不良反应集中的药品为重点抽检
品种。截止目前共完成了31个批次抽样送检任务，涉及全
县14个乡镇，乡镇覆盖率100%。

一是加强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监管力度。从药品购进渠道、
供货方资质、记录票据；药品质量、购进记录、销售记录、
分类、标识、从业人员情况、药师在岗情况、处方药凭处方
销售、执业（驻店）药师在职在岗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对
变更事项和许可事项进行重点检查；二是加强医疗机构日常
监管力度。对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械购、销、存进行重点监
管，对医疗机构执行供货方资质和药品合法性、药械储存、
养护和过期药械处置；三是监督检查与药品抽样相结合，提
高监管效率。坚持问题导向，重点针对小药店、小诊所、基
层医疗机构、药品零售企业开展药品监督抽样工作。四是加
强对疫苗、诊断试剂监管力度。强化疫苗购进验收、冷链控
制环节运输、储存、温湿度监测、使用等各环节进行检查，
重点检查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确保全流程监督、全过程跟踪、
全链条追溯。五是加大对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及儿童安
全用药专项整治。始终保持高压势态，严厉查处无证经营、
违法销售、使用假劣“两品一械”等违法经营行为依法进行
查处，不断净化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市场。六是继续加
强对村级卫生室药品安全专项整治。七是充分利用药品监督
管理群，化妆品监管群开展好“两品一械”工作指导。

下一步，我局将严格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以风险防控为目标，继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为人
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用药安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