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畜禽整治工作个人总结(优质5篇)
围绕工作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进行的专门性总结，总结
某一方面的成绩、经验。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
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
文，方便大家学习。

畜禽整治工作个人总结篇一

为加强畜禽水产品安全监管，保障人民群众消费安全，维护
公众健康，依据农业部制定的《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动
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贯彻实施，成立区“瘦肉精”等违
禁药物打击领导小组，由区农办主任肖泽荣任组长，区农办
纪委书记（代管畜牧水产工作）刘娜、雨母山乡副乡长唐祝
英、呆鹰岭镇副镇上罗棋轩、长湖乡主任科员周建民任副组
长，各乡镇防疫站站长为主要成员，由刘娜兼任办公室主任。
建立各级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
到人。

（二）依法签订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状，明确工作职责

为提高养殖户、贩运户以及各乡镇检疫人员的法律意识和动
物食品安全意识，我局分别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并举办了培训
班，就《动物防疫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进行讲
解，与养殖户、贩运户签订了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承诺
书。与各乡镇检疫人员签订检疫工作目标责任状，进一步明
确各自工作责任。并且发放宣传材料650余份，媒体宣传5次，
召开专题会议5次，组织各乡镇防疫站专业人员每月学习培训
一次。在督查行动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工作新经验要
及时上报区“瘦肉精”等违禁药品整治打击办公室和区食安
委。各乡镇防疫站每月10日、25日向区整治办上报整治信息。
对因工作不力导致出现“瘦肉精”等违禁药品安全事故的予
以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加强对养殖场所的监管工作

我区各部门紧密配合，互通信息，同时各乡镇防疫站做好了
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利用“瘦肉精”快速检测试纸、莱
克多巴胺测试卡对生猪养殖场（户）和各生猪收购点进行同
步不定期突击抽查，今年以来，使用检测试纸共计3260条，
全区4个监测场出动人员为290次，抽样数量为2690次，合格
率达100%。若一旦发现试纸检测呈阳性，将严格控制生猪上
市和流通并立即送样复查，经复检确认后依法处置。各乡镇
对规模猪场的抽检率为100%，各生猪屠宰场抽查按照百分之
五的比例抽取。外调生猪按照每户必检一头抽检。加强对检
疫票证的管理，严格执行产地检疫制度，加强耳标管理，严
禁耳标随便发放。

（四）严把市场环节监管工作

今年以来，受h7n9禽流感病毒的影响，我区严把市场关。对
呆鹰岭市场、雨母山乡市场，实行市场准入制，凡进入市场
的动物、动物产品必须凭检疫证明、检疫标志才能上市，严
禁病害动物及产品上市。严格按照动物及其产品市场准入、
交易和退市进行消毒等各项制度的要求，加强对集市、动物
产品加工、经营场所的监管，以确保消费者吃上放心肉。我
区共组织开展畜禽水产品安全专项治理活动2次，区人大和政
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对辖区内肉食品经营市场进行专项治理
和普查，确保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

（五）进一步强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为确保人们吃上放心的肉食品，严防病死肉品上市，我局采
取了多种措施，除加强宣传，严格检疫稽查外，我局进一步
强化了病死肉品的无害化处理措施。要求各养殖户必须建好
无害化处理设施，要求各基层动物防疫站工作人员严格监管，
对病死动物严格按照“四不一处理”要求处理，严厉打击乱
丢、乱弃、贩卖、出售病死猪肉行为，确保从源头上防止病



死肉品上市流通。

畜禽整治工作个人总结篇二

根据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深入开展秋季
爱国卫生运动切实做好秋冬季传染防控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万爱卫办〔20xx〕19号）文件精神，我乡认真组织开展秋冬
季传染病防控工作，现将活动开展情况报告于后：

为进一步深化爱国卫生工作在传染并防控中基础性作用认识，
认真落实《四川省爱国卫生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全乡
实际，成立以党委书记吴明军同志为组长的秋冬季传染病领
导小组，按照“条块结合，以快为主，条条保证，快快落
实”的属地管理原则，对我乡开展秋冬季传染病防控活动进
行安排部署，将责任任务分解到个人，重点对学校、医院、
公路、群众聚居区、垃圾池附近等周边环境进行环境治理，
彻底解决“脏、乱、差”突出问题，达到“整洁、卫生、优
美”，预防疾病。

1、突出重点，综合整治。组织全体乡、村干部和中心校教师
加大对道路交通清洁，垃圾池、下水沟的卫生打扫，把场镇
卫生院医生和乡村卫生院医生结合起来，大力发动群众清除
卫生死角、捡拾白色垃圾、疏通阴沟淤泥，搞好畜栏禽舍卫
生。

2、加强食品监督，防治病从口入。由分管领导牵头组织人员
对饮水源进行检查，严把饮水质量关，管好水源，严格水质
消毒程序，确保群众的饮水安全；检查场镇商铺食品，严防
假冒伪劣、霉烂变质、有毒有害食品和过期食品上市，对不
符合要求的及时处理，限期整改。

3、加大除“四害”力度，强化病媒生物防制。深入开展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认真履行“五统一”、“四不漏”原则，
彻底清除四害孳生场所，还加大了对乡政府办公场所、学校



等人群集中地方的环境卫生消杀力度；派专人及时购回了灭
鼠毒饵并下发到村民手中，组织开展蚊、蝇、蟑螂消杀活动，
消除“四害”滋生场所，做好灭鼠和环境消杀活动，防止病
菌的孽生和传播，切实保护了群众的身体健康。

切实抓好食品卫生监督，严把“病从口入关。由分管领导牵
头组织人员对饮水源进行检查，严把饮水质量关，管好水源，
严格水质消毒程序，确保群众的饮水安全；检查场镇商铺食
品和药品，严防假冒伪劣、霉烂变质、有毒有害食品和过期
食品、药品上架，对不符合要求的食品、药品及时处理，限
期整改，为全乡群众打造一个干净、整洁、卫生的居住环境。

充分利用院坝会、宣传栏、横幅、黑板报、电子显示屏等多
种形式向群众大力宣传《健康6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和《四川省爱国卫生管理办
法》、《xx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xx市除四害工作管理
规定》等环境与健康、卫生与防病相关卫生防病知识以及法
律法规；大力宣传食源性和水源性的传染病防治知识，增强
群众的防病意识；宣传节日期间合理膳食，大力倡导科学、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确保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

畜禽整治工作个人总结篇三

我们把清洁工程建设作为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健全
了考核惩奖机制，将镇村环境建设工作纳入年终综合考核，
并每月进行检查考核评比，镇上拿出一定经费奖励成绩突出
的村和单位；对因措施不力，责任不实等原因造成工作效里
不明显，被县上通报批评的村，年终扣除包村干部一定比例
的绩效工资，涉及的村由镇纪委对村主要领导诫勉谈话，该
村不得评为各类先进和年终综合先进；涉及的包村干部、联
片领导不得推荐为后备干部人选。通过强力推进，组织保障
网络不断完善，形成了镇村两级全力以赴，驻镇单位倾力配
合、分工合理、责任明确、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经常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会同工商部门、城市执法、
交警等部门对交通秩序、骑门经商、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等
进行了集中整治，有效地改善了城镇面貌。

畜禽整治工作个人总结篇四

1.突出重点，综合整治。组织全体乡、村干部和中心校教师
加大对道路交通清洁，垃圾池、下水沟的卫生打扫，把场镇
卫生院医生和乡村卫生院医生结合起来，大力发动群众清除
卫生死角、捡拾白色垃圾、疏通阴沟淤泥，搞好畜栏禽舍卫
生。

2.加强食品监督，防治病从口入。由分管领导牵头组织人员
对饮水源进行检查，严把饮水质量关，管好水源，严格水质
消毒程序，确保群众的饮水安全；检查场镇商铺食品，严防
假冒伪劣、霉烂变质、有毒有害食品和过期食品上市，对不
符合要求的及时处理，限期整改。

3.加大除“四害”力度，强化病媒生物防制。深入开展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认真履行“五统一”、“四不漏”原则，
彻底清除四害孳生场所，还加大了对乡政府办公场所、学校
等人群集中地方的环境卫生消杀力度；派专人及时购回了灭
鼠毒饵并下发到村民手中，组织开展蚊、蝇、蟑螂消杀活动，
消除“四害”滋生场所，做好灭鼠和环境消杀活动，防止病
菌的孽生和传播，切实保护了群众的身体健康。

畜禽整治工作个人总结篇五

科技入户技术指导员：张慧杰

一年来，作为受聘于辛立庄镇农业技术服务站的农业科技入
户指导员，我负责李各庄村10户示范户。根据农业科技入户
工程实施方案，本着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升我镇粮食
生产能力的指导思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较好的完成了预定



目标，现将一年来工作总结如下：

一、积极参加各项业务学习及集中培训活动。

积极参加局里组织的会议和培训班，并对会议精神深刻理解，
认真参照执行，在学习中认真做好笔记，把专家、教授所讲
的新的农业科技学深学透，增强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从而提升了自己的业务素质，提高了为农民服务的本领。

二、把握住“一个中心两个重点”，搞好培训。

三、发放良种补贴及相关材料。

询；进村入户，了解科技示范户的基本情况及所需的技术，
粘挂科技示范户标牌。

四、积极入户，做好小麦播种及各个生长时期的调查指导。

通过进村入户并与示范户亲切交谈，了解其基本情况，制定
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方案。在小麦播种期、出苗期、穗期等
小麦生产管理关键期深入科技示范户的示范地块进行调查及
技术指导，针对小麦各个生育时期的不同生长需要及各示范
户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管理意见。如：播种期的施肥、及
化学除草、出苗期的苗情调查等。

五、深入调查，树立典型户。

为进一步展示小麦高产潜力、探索高产途径、树立高产样板、
最大限度地提高小麦的单产水平，建立高产栽培模式和技术
体系。逐一走访科技示范户，深入调查，对10户科技示范户
进行筛选，最后确定本村示范户吴俊军的示范地块为高产典
型。通过科技示范户以点带面的推广新技术，提高我镇小麦
的综合生产能力。



六、改变传统观念，大力推广测土配方平衡施肥技术。

多越好，听了技术员的讲解后，才知道庄稼也象人一样，什
么都要吃一点，而且还要讲究比例，少了不行，多了也是浪
费，增加生产成本不说，还会造成肥害，今后施肥一定要按
照技术员提供的施肥建议卡配方施用了。”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1、抓好小麦播种期的注意事项

2、进一步对高产示范户的示范田进行技术管理指导。指导示
范户按照实施方案运用新技术科学管理示范田块，达到高产、
高效、示范的目的。

3、指导科技示范户小麦穗期加强肥水管理及病虫害综合防治，
特别是高产示范户的增产管理。

4、入户进行田间测产，汇总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