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农业类工作总结(大全5篇)
总结是写给人看的，条理不清，人们就看不下去，即使看了
也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达不到总结的目的。总结书写有哪
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以下是小编收集
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业类工作总结篇一

在机构和编制难以增加的情况下，加强审计人员资源环境审
计技能培训尤为重要。

一是有计划地选派业务骨干参加资源环境审计专业技术培训，
提高审计能力。

二是开展跟班学习。选派审计人员参与上级审计机关开展的
资源环境审计，增强实战能力，积累审计经验。

一是建立资源环境审计联席会议制度，发挥财政、农业、环
保、水务等部门的专业优势，构建资源环境审计大格局。

二是上下联动。在安排资源环境项目审计计划时，做到统一
计划、统一方案、统一报告、统一处理，实施上下联审或者
实施三级联审，既可提升审计质量，也可带动基层审计人员
提升审计能力。

三是实施结合审计。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择专项审计与专
项审计调查相结合、专项审计与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相结合、
资源环境审计与投资效益审计相结合等结合审计模式，既能
提高审计效率，也能节约审计资源。

农业类工作总结篇二

1、第一季度



检查对象：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检查内容：检查各单位的行政许可是否在其法定授权范围内
实施，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期限要求及行政许可案卷规范等
情况。

2、第二季度

检查对象：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检查内容：

(1)巡查“受委托组织”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关于初级农产品
安全监管的现场执法情况。重点检查执法人员业务技能、执
法装备、执法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情况。

(2)检查《行政强制法》贯彻落实情况。

3、第三季度

检查对象：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检查内容：农业行政执法和许可案卷，对案卷进行评审，选
送优秀案卷送省农委。

4、第四季度

检查对象：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检查内容：主要依据《省依法行政考核办法》要求进行全面
考核。依法行政工作进行检查考核。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由农委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
小组组织实施。具体工作由农委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和市农委法规处牵头组织，邀请纪检、监察等有



关领导参加。

检查主要以听取情况汇报、查阅台帐资料、现场察看、走访
当事人、测评考核等方式进行。被检查单位要以书面材料向
检查组进行汇报，提供相关台帐资料。具体被检查单位、检
查时间、检查组组成人员等相关事宜另行通知。检查结束后，
将通报检查考核结果，并作为年度工作评比的重要依据。

农业类工作总结篇三

按照“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司其职、经营单位严格自律、
社会各界齐抓共管”原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健全
农业化学投入品市场监管机制，严格农业化学投入品市场准
入登记备案制度，严厉打击制售禁用农业化学投入品行为，
健全县、镇、村三级农业化学投入品直供连锁配送体系，逐
步形成横向联合、纵向协作、运行高效的农业化学投入品管
理新格局，从源头上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防护网络，全面提
升全县农产品质量。

通过加强农业化学投入品市场监管，实现“一个满意”“两
个安全”“四个确保”的目标。“一个满意”，即农民群众
满意；“两个安全”即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业化学投入品质量
安全；“四个确保”，一是杜绝在种植业产品生产过程中使
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农药，杜绝在果菜茶产区使用国
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度高残留农药，杜绝在出口农产品示范
区使用进口国限用农药，确保不发生因农药残留引发的重大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二是确保农业化学投入品产品质量稳
步提高，农业化学投入品生产、经营企业100%纳入监管、监
控范围，假冒伪劣农业化学投入品重大案件查处率达到100%；
三是确保出口农产品符合国际标准和进口国质量安全标准;四
是确保不发生因农业化学投入品使用事故，全力维护农民群
众合法权益，保持农村社会稳定。

（一）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明确责任，



层层落实。对各项工作任务实行目标管理，形成有效的管理、
评价、激励和监督机制，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二）强化宣传培训。采取举办培训班、粉刷固定宣传标语、
印发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加大对《农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宣传力度，并对制售假劣农业化学投入品、使用国家明
令禁止和限制使用农业化学投入品的行为进行公开曝光，同
时各有关部门要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
切实营造有利于农业化学投入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社
会氛围。

（三）严格市场准入。凡在我县经营的农业化学投入品产品
应到县农安办审核登记备案，签订《质量承诺书》，并对所
有审核批准进入市场的农药产品粘贴审核标识后，方可进入
市场销售。建立审核农业化学投入品样品展示大厅，对已备
案的农业化学投入品予以存档。对审核不合格的农业化学投
入品产品，不予备案，不准进入我县农资市场。凡未经备案
在我县销售的农业化学投入品，将依法予以严厉查处。

(四）加强配送体系建设。按照“严打开路，封闭运行，规范
使用”和“相对集中、方便群众”的原则，对农业化学投入
品生产、配送、销售、使用全过程实行全封闭、无缝式管理，
依托邮政物流、供销社农资经营网络建立可控的农业化学投
入品专供体系，实行连锁经营，统一管理。按照分层次设立
区域内农业化学投入品配送中心、配送站及专营店的原则，
县级设立农业化学投入品配送中心，镇建立配送站，优质农
产品基地、村设立专供店，形成县、镇、村三级封闭式专供
体系。建立农业化学投入品监管大厅，对每一宗进入我县的
农业化学投入品产品进行实时监控。

农业类工作总结篇四

20--年农业产业化工作立足资源特色，发挥比较优势，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大力培育龙头企业，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使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再上新
台阶。

1、一村一品调查工作。认真完成一村一品报表工作，按上级
规定的时间要求完成专业村和专业镇的调查、统计分析、汇
总上报工作。

2、重点龙头企业申报工作。认真完成省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
业申报材料和程序，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做好申报材料的准
备及服务工作。

3、重点龙头企业年度监测工作。认真做好市级以上36家重点
龙头企业及申报企业的现场监测，根据企业运行情况及时做
好管理工作。

4、百龙带户工程。努力协助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建立原料生产
基地并与农户建立深层次利益联结。选择3—5家与农户利益
联结紧密、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作为典型推广，支持和引导
龙头企业扩大基地建设规模，建立自己稳定的核心基地，提
升标准化生产水平，从源头上保证龙头企业产品质量。

5、农商农超对接工作。按上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积极组织相
关企业参加各项农超对接、农业博览会等活动。我办认真做
好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及协调服务工作。

6、农业板块建设工作。按岗位职责协助相关科室完成上级部
署的工作任务及相关项目的申报管理工作，按上级要求及时
完成项目申报材料的准备、上报等服务工作并按规定时间和
要求及时上报。

7、农业招商引资工作。按要求做好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和引进
项目工作。认真完成宜昌市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的相关
配套服务工作。每月按时填报各种报表并及时上报，做好农
业招商引资工作中各种文件、资料、数据的整理和存档工作。



继续做好睿河农副产品加工专用设备生产项目的跟踪服务工
作。

8、休闲农业工作。认真做好“安福桃缘景区”国家级休闲农
业示范点、“三峡步步升布鞋文化村”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
的协调服务及规范管理工作。与有关部门配合积极推荐申
报20--年国家级、省级、市级休闲农业示范点。

农业类工作总结篇五

2、培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不断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全镇涌现76户种粮大户、1户葡萄种植专业
户、1户蔬菜种植专业户、25户吊瓜专业种植户等，上半年共
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技术培训150人次，发放技术资
料1000多份。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引导特色农业
的发展，不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3、茶叶生产稳步推进，上半年朱家村、童子山村新增茶园面
积400亩。

4、积极开展农业保险工作，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共完成早、
中稻投保面积50200亩，玉米投保面积3260亩，并引导茶叶种
植大户和合作社积极开展茶叶特色农业保险，共完成茶叶特
色保险投保2500亩。

5、开展耕地保护试点工作：共种植绿肥1500亩，有效地增加
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施用石灰800亩，用于耕地酸化改良。

6、强化技术服务，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全镇共设立50户科技
示范户，由专门的指导员进行新技术应用指导，促进科技成
果的实际运用，真正转换为生产力，同时对种粮大户进行了
全程技术服务。

二、



1、继续搞好技术服务，确保丰产丰收。

2、科学、及时、按程序做好农业保险的报灾、勘灾、定损、
理赔工作，做到科学、公开、公平、公正，确保种粮农户利
益得到保障。

4、扩大绿肥种植和土壤酸化改良面积，下半年力争完成绿肥
播种20xx亩以上，施用石灰1000亩以上。同时开展地力跟踪
调查工作，跟踪20个点的施肥情况和土壤肥力变化情况，为
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壤地力提升方案提供依据。

5、积极发展冬季农业，大力推广“稻-油”高产高效农业模
式，力争在资江沿线一季稻种植区建立20xx亩以上“稻-油”
高产高效示范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