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总结要突出重点 行政执法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总结(实用5篇)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
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工作总结要突出重点篇一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在省、市召开动员部署
会议后，我区专门召开区系统会议进行专题部署落实，成立
由区政府办公室主任任组长，区法制办主要领导任副组长，
区人资局等相关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专班，构建了上下联动、系统互动的组织保障体
系。

(二)精心周密部署，狠抓落实工作。一是认真传达省市行政
执法专项治理学习会议精神，在实地调研、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研究制定符合辖区特点的《2020年武昌区开展行政执法突
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二是召开行政执法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副区长陈鹏，各单位、街道分
管领导及专兼职法制工作负责人，法律服务机构团队代表，
共计14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区政府办(法制办)就行政执法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目标任务、治理范围、工作重点、
方法步骤等进行工作部署。同时要求各位政府法律顾问配合
单位进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自查自纠工作，通过引进
法律专业人士深入挖掘各单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
弥补自身不足。

(三)强化监督检查，严肃整改工作。通过执法人员填报、部
门审查的《武汉市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个人自查、部门审查情
况表》，发现有问题的清单事项2900多个。对单位进行检查6



起，通报3起。对个人进行通报63起，诫勉谈话6起，纪律处
分6起，移送司法机关1起。典型案例通报曝光4件。

(四)创新工作方式，开展案卷评查。为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
监督，落实执法责任制，规范执法行为，我区组织开展全区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此次评查活动主要是对201x年9月1
日至2020年6月30日办结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
案卷进行评查，共收到25家单位报送的178份行政执法案卷，
并通过引入外部法律专业人士的力量，确保评查工作独立、
客观进行。在对案卷的实体性、程序性、合法性和合理性进
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区政府法制办对案卷评查中发现的问
题依法按程序制发行政执法整改意见书，督促落实整改。同
时，在各单位、各行政执法人员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区专班
组织区公安分局等11家单位进行交叉检查，本着“实事求是、
公平公正”的原则，对非本单位自查自纠中发现的问题进行
交流探讨，总结经验。

(五)落实上级指示，办结转办案件。区专班共收到市转办转
办案件16件。收到转办案件后，我区高度重视办理工作，认
真研究，周密安排，将办理转办案件纳入本级查办案件整体
布局。转办案件所涉问题属于应当解决而且能够及时解决的，
立刻办、马上办;属于应当解决但一时难以落实的，明确办理
方案和办理时间;属于确实不能解决的，充分说明原因，耐心
劝导当事人。目前大部分市转办案件已做到事结案了，剩余
案件我区将继续组织专门力量与当事人协商解决方案，确保
圆满完成市转办工作。

工作总结要突出重点篇二

县加强领导，为贯彻落实_等九部门的统一部署。落实责任，
较好地完成了前两阶段工作，顺利地转入第三阶段，第三阶
段我县具体开展了以下工作：

建立健全有效的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监管机制，县



各乡（镇）各职能部门在第三阶段着力于完善治本措施。并
规范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管理制度，积极探索食
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第三阶段全县共出动执法人员292人次，
检查相关单位772户，整治重点地区21个，重点单位26个，重
点品种43个，查处违法案件2起，没收假劣食品308包，货值
万元。

农业部门：加强饲料等农资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及农产品生
产环节质量安全的检验。第三阶段共出动执法人员133人次。
建立健全饲料、化肥的使用记录。立案查处违规经营案件2起，
责令纠正违规经营农资门市、规模种养殖场19个，没收违规
饲料308包，涉及总货值金额万元。

质监部门：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力度。督促生产
企业完善生产记录和添加剂使用记录。

工商部门：加强流通环节食品添加剂经营主体的监管,提高经
营门槛。第三阶段共出动执法人员105人次。建立健全食品添
加剂进销货台帐、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度。

_门：加强餐饮消费业环节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
加剂的监管。第三阶段出动监督员13人次。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加强口岸餐饮消费环节违法添加非食
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监管。第三阶段出动监督员12人
次。

经济商务部门：加强了食品流通的行业管理及生猪定点屠宰
管理。本期共出动执法人员29人次。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积极做好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
室日常工作。

二是于年4月9日组织各成员分管领导召开食品添加剂专项整



治总结汇报会。

经过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专项整治工作自开展以来。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存在着不足：

（二）个别企业因使用剂量小。无台帐记录等；

（三）公众的宣传教育有待深入。

（一）总结经验。探索建立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长效管理机制。

（二）全面监督、从严惩治。同时。列入部门日常监管的重
点内容，监督常态化。紧紧围绕食品安全的热点、焦点和难
点问题，继续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规范
我县食品生产经营秩序。

（三）进一步加强领导。有效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形
成合力。

（四）加强有关食品添加剂的知识宣传。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共同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五）加强企业自律。并督导企业建立和完善食品添加剂管
理制度和使用台帐，强化企业守法意识和自律意识。

工作总结要突出重点篇三

我市认真贯彻环保部及省市散乱污企业整治各项要求,坚持
以“散乱污”企业整治为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的必行之策，
持续开展再排查再清理再整治工作，横下一条心，下猛药、
出硬招，坚决打赢这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现将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我市按照中央和省市环保整治各项决策部署，始终把“散乱



污”工业企业整治作为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和重大的民生工程来抓，
成立了市长任组长、主管副市长任副组长的“散乱污”工业
企业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凝心聚力推动工作扎实有序开
展。

1、对2017年“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工作回头看。环保局
对1998家整治类企业，各乡镇、有关部门对879家取缔类企业，
逐一核查，防止死灰复燃，虚假整改。

各乡镇政府（开发区）、工信局、商务局、供销社和农牧局
作为“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主体，严格按
照“散乱污”企业界定标准，结合产业特色、发展方向、装
备水平，持续组织开展“散乱污”企业再排查工作。排查过
程逐级签字背书，过程留痕，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把排查工作的压力和责任逐级传导、逐级落实到村、到户。

对取缔类企业全面落实“两断三清”，特别是对纳入取缔范
畴的小建材、小化工、小开花棉等行业，一经排查发现，组
织环保、安监、市场监管、质监、国土、供电、水务、公安
等部门与乡镇联合执法，实施取缔集中行动。新排查的“散
乱污”企业和回头看未达到整治标准的“散乱污”企业，先
停产，采取断电措施，停产整改，然后分类施治，整改期间
不得私自接电、擅自生产，不得拒绝接受检查。通过专项整
治，完成取缔135家，整治19家。

工作总结要突出重点篇四

为深入贯彻落实_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切实解决我区产品质量特别是食品安全方面存在的问
题，8月底以来，根据省、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我区各镇街道、
各相关部门行动迅速，责任明确，围绕三个重点，在注重治
标的同时，着力治本，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以政策宣传为重点，营造专项整治氛围。

一是注重企业层面的法律法规宣传，着力提高生产经营者的
责任意识。8月下旬，区质监分局专门召开了全区食品生产企业
《特别规定》宣贯会，宣传和讲解国家法律对食品企业的要
求。结合排查和执法检查，质监人员每到一家就把《特别规
定》和《南湖区不安全食品召回实施细则》送到企业主的手
中。区工商分局为贯彻《特别规定》，专门印制了5000
份“告食品经营单位”的书面通知，对辖区内的所有食品经
营单位挨家挨户进行上门发放。

二是充分利用媒体优势，在注重正面宣传的同时，加大对食
品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8月底以来，嘉兴电视台、嘉兴电台、
嘉兴日报、南湖晚报、嘉兴广播电视报等媒体先后20多次报
道了我区专项整治的工作情况，一些严重的食品违法违规行
为被及时曝光。

二、以食品安全为重点，开展全面整治。

一是各部门行动迅速，按照责任分工实行了地毯式检查。质
监分局以糕点、豆制品、酱腌菜、饮用水、冷饮等五类食品
为整治重点，分区域开展全面的执法检查，共出动人员452人
次，检查小企业、小作坊127家，并对其中的6家进行了立案
查处。工商分局开展了农村放心店“回头看”活动，组织各
农村放心店、监督站(点)进行自查，再由各工商所复查，对
发现的问题立即予以整改处理，确保农村放心店、监督
站(点)符合标准和要求。市卫生监督所积极配合南湖区的专
项整治，集中力量，加班加点。为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他们
还专门制作了餐饮行业的规章制度，并送户上门。

二是部门协同，联合执法。在实施分头检查，分别整治的基
础上，区领导小组先后三次组织工商、卫生、质监、农经、
三产等部门，对余新、大桥、七星等重点地区的食品企业和
经营户进行了联合执法检查。



三、以迎接国家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现场会检查为重点，加快
推进专项整治。

区政府和各相关部门把全国现场会的检查作为检验前一阶段
专项整治成果、全力推进全区专项整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机遇，
予以高度重视。一是根据上级要求，部署任务，落实责任到
镇、到村、到部门，并确定了以余新、大桥、七星三个乡镇
为整治重点。各相关部门和延线各镇根据分工和整治方案的
要求，对三条线路的沿线企业和经营单位，加强了监督检查
的力度。质监分局由局长亲自带队，挨家挨户检查企业落实
整改的情况，并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管理制度和管理台帐。工
商分局由主管局长挂帅，组成三个执法检查组，确保车辆、
确保人员，并落实责任区，逐点进行检查部署。区_门抽调力
量，放弃休息时间，对余新、大桥、七星等区域的小餐饮、
学校食堂、小副食品店等重点行业加强整治力度，全力以赴
投入整治行动。

四、在整治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和各部门、乡镇街道的通力
合作下，整治工作初见成效。

一是摸清的监管对象的底数。如质监部门通过全面排查，发
现了新增的糕点小作坊16家;药监部门对药品的生产、经营单
位进行了清查，全区共有药品生产企业2家，零售批发企
业183家。

二是各部门严格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了执法联动机制，形
成了强大声势，加大了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打
击惩治力度。整治行动开始至今，区政府多次召开联席会议，
讨论食品整治中遇到的难点和解决办法，各镇(街道)和各职
能部门群策群力，通力合作，使整治提前出现成效。截止目
前，质监部门已对6家企业进行了立案查处，责令10家企业限
期整改，并拟移送证照不全的生产加工主6个。三产部门在整
治中收缴违法肉品2542公斤。药监分局查获7起违法案件。



三是在整治的高压态势下，企业的守法意识明显提高。生产
加工环节中，取得qs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能按质量管理体
系的要求，严格对原材料进行把关，对产品实行出厂检验;小
企业、小作坊经过前期整改，进一步规范了进货验收和食品
添加剂使用登记、卫生管理等四项制度。流通环节中，南湖
区市区食品市场、超市100%建立了食品进货索证索票制度，
乡镇、街道和社区食杂店100%建立食品进货台帐制度。

工作总结要突出重点篇五

根据《邻水县教科体局关于新学习宣传工作的通知》（邻教
科体办【20xx】50号）文件精神，为全面深入宣传贯彻落实新
《环境保护法》，巩固我校级绿色文明示范校创建成果，更
好地保护和改善校园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保障全校
师生健康，促进和谐校园建设。结合我校实际，做了很多工
作,现作如下总结。

第一、利用升国旗。少先大队精心准备了新《环境保护法》
宣传，讲解了《环境保护法》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引导
中学生认识和关心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改善生态环境
的意识。

第二、利用班会课。少先大队整理资料后，发放班主任，由
班主任到各班进行大力宣传《环境保护法》新要求。因为这
样做，才能使《环境保护法》新规渗透到每一位学生大脑去。
达到人人知道，人人知晓。班主任利用自己的理解，通俗易
懂地给学生以讲座型的讲解，明白本次活动开展的目的。

第三、利用校园广播站的宣传力度，让学生自觉不自觉中强
化接受认识《环境保护法》新规。起到了一些教师说不清难
以讲不明白的条文细化。起到了补充解释多方面作用。

第四、开展《环境保护法》手抄报比赛。考虑到学生年龄因
素，我们着力然强抓分年级学生思想教育。特意给各年级学



生分配了任务，共18个班，进行了手抄报设计宣传比赛活动。
许多学生发挥了特有的水平，表现很好。各获得了各年级不
同名次。是学生在这次活动中得到了激励，自然而然懂得了
《环境保护法》新规认识和自觉性。

第五、利用“小手拉大手”把《环境保护法》告家长书发送
宣传资料到学生家。学生放学回家后，把资料交给自己父母
进行阅读，签字认可。这样的宣传力度才更加有效果。不用
讲，大家应该清醒意识到，现在一般《环境保护法》违法的
大部分是成年人，而不是小孩。所以，这样的宣传力度才更
有渗透力，更有威慑作用。

此外，我们处于负责任的态度，才努力把这事做好，做完善。
这也是爱国、爱家乡，对环境保护的一点责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