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农机安全生产工作汇报材料(精选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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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农业部及省政府办公厅的“安全生产年”工作部
署和要求，结合市安委会工作精神，特制定本活动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的方针，以服务全市农机跨越发展为目标，扎实开
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安全生产执法、安全生产治理“三项
行动”，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安全生产保障能
力、安全生产监管队伍“三项建设”，全面推进xx市农机安
全监理，排查整治事故隐患，创建平安农机，不断完善安全
生产长效机制，为实现全市农机系统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
定奠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目标和安排

（一）工作目标。通过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促进全市
农机系统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标准化覆
盖面进一步扩大，安全生产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重点加大
对农机安全执法，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农机安全生产制度、体制、机制建设工作的力度，有效遏制
各类农机安全生产事故，确保各类事故指标在控制指标之内。



（二）工作安排。安全生产年活动具体分四个阶段实施，总
体推进。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4月底前）

各区市县农机局应根据本单位的实际，认真研究、制订活动
实施方案，召开动员大会进行部署，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形成人人参与到“安全生产年”
活动中来。

第二阶段：全面实施（5月—11月）

“安全生产年”活动要按照活动方案确立的各项工作内容和
要求，全社会、多层次同步全面开展工作。各区市县农机局
都要建立活动示范点，局领导要定期到点上调查研究、指导
工作，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年”活动中的重大问题，跟踪督
查活动开展落实情况，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第三阶段：督检阶段（11月—12月中旬）

市局将组织人员对各区市县对本年底“安全生产年”活动进
行督促检查，重点检查内容是对本年度“安全生产年”活动
的宣传、落实和成效方面。

第四阶段：总结提高（12月下旬）

各区市县要对“安全生产年”活动开展情况认真进行总结，
查找不足，并进一步完善提高。要求在每季度结束后2日内向
市局安全科报上季度工作情况小结；20xx年1月6日前报全年该
项活动专题工作总结。

三、主要任务

（一）广泛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行动，着力增强全社



会农机安全发展意识

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农机安全知识普及教育活动。各区市县农
机局要通过报纸、电视、讲座等形式广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
农机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农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以及安
全生产知识;各区市县农机监理站要认真组织好农机安全进农
村活动，并要组织开展好一年一度“安全生产月”的集中宣
传教育活动。

（二）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着力建立规范的安全生
产法治秩序

突出打击重点。重点打击各类农用机具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
为，即：无证无照和证照不全的；农用车辆违法载人、超载、
超速、涉牌涉证。实行联合执法。各区市县农机局要与安监、
公安、交通等部门密切配合，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形成强大
合力，确保执法行动取得实效。

（三）深入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治理行动，着力解决薄弱环节
和突出问题

1、全面排查治理隐患。要突出“四个重点”：一是突出上路
农用机具安全性能方面；二是突出事故易发、多发的重点地
区；三是突出农机安全基础工作比较薄弱的重点单位；四是
突出重点隐患，要将查出的各类隐患和问题列出整改计划，
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间、预案五落实，整改到位。

2、深化专项整治。重点做好农机安全专项整治，以创建“平
安农机”等活动为载体，加强各类农用机械的安全监管。

3、加强重大危险源监控。

（四）加强法制体制机制建设，着力推动责任落实



1、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各级领导责任。全面落实
“一岗双责”制，“一把手”对安全生产负总责；各分管领
导对分管领域和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各安全监理站要
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能，制定和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在
活动中对安全生产工作组织领导不力、工作措施不实，甚至
造成重大损失或引发事故的，要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
严肃追究责任人员的责任，严厉查处违法违纪和失职渎职行
为。严格事故报告制度，加大对事故发生后瞒报、逃匿行为
惩治力度，坚决杜绝迟报、谎报、漏报和瞒报违法行为。

2、建立健全目标考核体系。健全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建立考
核奖惩制度，做到月通报、季发布、年考核，维护安全生产
控制考核指标的严肃性，调动和保护各单位、各级干部安全
生产工作积极性。

（五）加强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着力强化安全生产基础

1、提升农机监理人员安全素质。各区市县农机局要加强对监
理人员的安全培训、安全教育，建立强制培训制度，严格执
行监理人员持证上岗规定，未经安全培训合格，一律不得上
岗作业。

2、建立应急救援机制。建立完善应对各类事故的预报、预警、
预防和应急救援机制。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
设，切实加强对多发、易发路段事故发生应急预案编制和发
布。加强应急培训和演练，在应急管理和处置的实践中不断
完善预案，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有序推进

“安全生产年”活动是今年安全生产工作的主题，为切实加
强对“安全生产年”活动的组织领导，市局成立以局长、党



组书记龙兴平为组长，副局长白健为副组长，各区市县农机
局负责人为成员的“安全生产年”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在市局安全科，指导全市“安全生产年”活动，落
实责任，完善工作机制，细化目标任务，确保活动正常有序
开展。

（二）突出重点，务求实效

各区市县农机局要按照“全面推进、分步实施、重点突破”
的要求，通过深入开展“三项行动”，切实加强“三项建
设”，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要建立农机工作保障
机制，狠抓工作落实，务求取得实效，以促进全系统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三）落实责任，严格考核

区市县农机局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层层推进、项项落实。
对措施不落实、工作进展不快、效果不明显的要予以通报批
评并限期改进。年终将对各单位“安全生产年”活动情况进
行检查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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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春耕生产有条不紊进行，xx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

一是强化宣传，营造农机安全生产良好氛围。

3、加强对合作社和服务组织成员的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

4、结合本县实际，在农机手中开展农机人员“一反两讲”的
宣传教育，做好“去极端化”工作。

二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切实把农机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
处。一年之际在于春。为打好春耕生产第一仗，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成立了以局主要领导
为组长，县监理站站长为副组长，各乡镇副中心主任及县站
业务骨干为成员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深入传达学习“春
耕”和“两大会议”期间安全生产的会议精神，制定“两大
会议”和“春耕”期间农机安全大检查具体工作方案，明确
目标、内容和要求，切实确保该时期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有
力落实。

三是加强隐患排查，集中开展农机安全大检查和专项整治。
针对“春耕”期间农时紧、任务重，农业机械作业量和流动
性大，转移频繁，该县紧密结合“春耕”农时特点，按
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总体要求，积极组
织农机安全监理人员针对“春耕”期间农村出行人员增加，
农资交易和农资货运任务繁忙，安全隐患增多的`特点，加大
田检路查力度，深入乡村、田间、场院等农机作业场所，加
强隐患排查，开展安全执法检查,重点纠正超载、人货混装、
非法载客、无牌无证行驶、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病车上路
等违法违章行为。同时，统筹安排好农机检审工作，认真做
好拖拉机尾部反光膜粘内贴工作，全面排查农机合作社和农
机大户存在的安全隐患，切实强化源头管控。

四是积极与公安交警、交通、安监等部门沟通配合，开展联
合执法，做到交通安全管理信息共享。

五是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做好应急处置工作。进一步加强节
日期间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农机安全生产值班和领导
干部带班制度，做到人员到位、通讯畅通、责任落实，及时
掌握农机安全生产动态，严格农机事故报送制度，坚决杜绝
迟报、漏报和瞒报农机事故的现象。

文档为doc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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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我站在市农机局的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省、市、
区有关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切实履
行农机安全生产职责，大力开展创建“平安农机”示范活动，
严厉打击农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继续深化“农机安全生产
年”和切实抓好“农机安全生产月”活动，全区农机安全形
势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一、农机安全生产基本情况

今年全区无农机较大以上事故发生，农机事故为零。农机监
理进一步规范，拖拉机无牌无证、黑车非驾、违章载客等现
象得到有效遏制。

二、主要工作情况

1、明确目标，落实责任。为了保证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顺利开
展，层层落实责任，签订农机安全责任书，切实加强领导，
强化安全生产源头监管，层层抓落实，齐抓共管，确保农机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2、规范操作，强化源头管理工作。严格按农业部“四
令”“四规范”的要求落实责任，严格实行“执法依据、办
事程序、收费项目标准、办事人员、办事结果”五公开制度;
严把准入关，加强农业机械使用安全的源头管理。认真做好
年度检验工作，严格按检验标准，实行人、机、证“三见
面”，逐机逐项进行检验，确保农业机械安全技术状态良好，
促进农机作业安全。

3、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抓好农机安全宣传教育、
培训工作。及时成立了农机“安全生产年”活动领导组，制
定了《实施方案》狠抓工作落实，一是领导带队深入基层进
行农机安全监督检查，进行隐患排查整治;二是组织宣传车深



入全区开展农村道路“农用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为重点
的专项宣传活动;散发宣传资料1000余份。

4、切实抓紧、抓好、抓实“安全生产月”的宣传教育活动，
一是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制定活动方案;二是组织学习，广
泛宣传“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和安全生产
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各项方针政策。

5、加强执法，强化监督管理，确保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平稳有
序。一是要继续深入开展打击农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专项行
动，与交警部门共同清理检查无牌、无证、脱检、报废拖拉
机上路行驶和无证驾驶、违法载人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二是以
“创平安农机，促安全生产”为主题的农机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专项行动，努力形成“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
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加大宣传工作力度，采取多种形式
全面提高农民群众的认识水平;三是要继续加强农机安全生产
专项监督检查导工作，确保各项农机安全生产制度得到落实。

6、巩固创建成果，深入推进“平安农机”创建活动。

通过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示范乡镇活动，进一步
深化完善乡镇、村、社农机安全管理网络和安全管理制度，
深入开展平安农机示范乡(镇)、村建设，积极探索农机安全
文化建设，实现乡镇、村平安农机全覆盖，推动农机事业健
康和谐发展，增强广大农机手和村民的安全自律意识，促进
农村经济的发展，确保农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

三、今后的工作重点

一是继续深入开展农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整治工作，夯实农
机安全生产基础，牢固树立安全生产常抓不懈的思想，继续
深入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加强源头监管力度，严禁
无牌无证、未参加定期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拖拉机上道路行
驶。二是继续做好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利用年审时机，



重点宣传农机安全生产知识，提高他们的驾驶操作水平和安
全生产意识，提升广大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素质。三继续规
范农机市场秩序，开展打假工作，维护农机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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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吸取宁县“20xx.2.1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教训，进一步加
强我区农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改善道路安全通行状况，有
效预防和减少农机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区农机局决定自20xx年2月7日—20xx年3月15日，在
全区集中展开农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特
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全面展开农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有
效遏制各类农机交通违法违规行为，有效规范农机牌证业务，
加强农机技术检验，提高农机的技术状况，全面提高农机驾
驶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监管网络，
有效预防和减少拖拉机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对拖拉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组织
领导，我局成立区农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领导
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李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
责整治事宜。成立两个整治小组具体负责分管区域的农机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成立督查小组，由王国任组
长，其他同志为成员，负责对排查、整治工作进行督查、指
导。

第一整治小组由任组长，区农机监理站业务股全体人员为成
员，具体抓好18个乡镇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第二整治小组由杨志芳任组长，区农机监理站安全股全体人
员为成员，具体抓好22个乡镇的隐患排查工作。

三、整治重点

1、重点整治的违法行为

重点排查、整治拖拉机非法载人、超载超速、无牌行驶、无
证驾驶、酒后驾驶、脱检、报废机车上路行驶、违规发证上
牌、伪造变造证照等行为。

2、重点整治的交通路段

武双公路、凉古公路、武民公路、武南一级公路、黄哈公路
等农村道路和急弯、陡坡、临水等特殊地理条件的路段。

四、步骤及方法

1、宣传动员阶段（20xx年2月7日—15日）。各整治小组在所
管辖区内联合各乡镇召开动员会议，安排部署启动工作。要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多种信息平台、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
拖拉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意义、目标和
内容，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集中组织农机所有人、驾驶人
员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确保整治工作深入人心。



2、集中整治阶段（20xx年2月16日—3月10日）。按照《农业
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省农机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
定，对农机违法载人、超载超速以及疲劳酒后驾驶、无牌无
证行驶、脱检、私自改装、安全技术不合格等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集中整治。对现场不能整改的发放《责令整改通知书》，
限期整改，并建立隐患整改销号台帐，确保隐患整改彻底，
不留后患；对在本区务工的外省农机及驾驶人实施备案登记，
建立临时档案，发放备案登记凭证或车身喷涂特别标记等方
法，加强安全监管。

3、总结阶段20xx年3月11日—15日）。各整治小组对排查出
的道路安全隐患行为、路段，按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基
础台帐的要求，建立隐患排查档案，做好外省农机及驾驶人
排查情况的汇总，并在3月10日前报区农机局监管股统计上报。

五、工作要求

1、展开农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是预防和减少农
机事故的重要手段，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各整治
小组要按照“五整顿”“三加强”的工作要求，精心组织，
周密安排部署，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

2、在整治工作期间，领导小组对各整治小组的工作展开情况
进行督察。对重视不够、行动不快、效果较差的小组进行批
评，对因管理不到位，工作失误导致发生重大农机事故的要
坚决实行责任倒查。

3、排查整治工作要按照排查范围和内容联合辖区乡镇根据道
路状况、隐患突出的重点情况，对辖区内所有道路开展全面
的隐患排查，一定要做到边排查边整治，边整治边巩固，不
留盲区、不留死角。

4、本次整治工作，各整治小组要切实履行职责，要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落实工作责任制。要根据本辖



区的交通安全形势，狠抓工作落实，及时查找和克服薄弱环
节，确保农机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开展。要充分
发挥农机、交警联合执法的合力，进一步提高农机道路行驶
的安全监管水平。3月11日前区农机监理站将集中展开农机道
路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情况汇总上报区农机局。

近期农机安全生产工作汇报材料篇五

为切实做好春耕备耕期间农机安全生产工作，根据上级部门
统一部署，近日，xx市农机管理站认真落实加强领导、广泛宣
传、强化监管等举措，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预防和减
少农机事故发生，确保春季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一是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为加强春耕备耕工作组织领导，
日前，xx市农业林业局下发《关于切实做好春耕备耕期间农机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文件。根据文件精神，xx市农机站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按照安全生
产“一岗双责”职责要求，层层抓好责任落实，把春耕农机
安全生产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抓紧、抓好。

二是广泛宣传，提高意识。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发放宣传资
料、开展教育培训等方式，广泛宣传春耕农机安全生产知识，
营造浓厚农机安全生产氛围，教育和引导农机从业人员和广
大农民群众做好农机安全生产工作。

三是强化监管，保障安全。

(一)开展农田作业机械隐患排查。组织工作人员走访各镇(街
道)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田作业机械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农业机械牌证是否齐全有效、
车况是否良好、防护装备是否齐全，农机驾驶操作人员证件
是否齐全、是否按照安全规程操作。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要求企业主和机手立即整改。



(二)开展上道路拖拉机打非治违。公安驻农机警务联络室加
强路面巡查力度，严厉查处拖拉机超速超载、脱保脱检、载
人载客、酒后驾车、无牌无证、拼装改装等违法行为，消除
安全隐患，保障农机道路交通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