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空调品质工作报告(优秀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
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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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品质工作报告篇一

一、品质部工作环境的规划和部署：

（1）品质部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乱！货品堆放不整齐、东一
堆西一堆、东倒西歪的，没有进行合理的布置和规划，另外
堆放的多处货品，没有作明确的款号或款式记录，随意存放，
看上去就象一个废品回收处理场！

（2）靠近窗户边的纸箱内存放着很多成衣，由于长时间处于
暴晒状态，已经严重变色，成报废品了！（3）员工下班之后，
都没有意识去主动关掉照明灯（后经过晨会时的强调，后期
已有所改善）！

（4）品质部的周工作计划表及日工作报表都没有！没有制定
一个顺畅的工作流程，导致所有员工处於一种无序的状态
（急需改善）！

（1）l274129款返工问题严重，返工问题较杂!（2）鹏威厂生
产的l303016款针织衫骨位处多处针洞、烂洞!（3）l302811款
针织工艺衫a、洗水严重掉色b、印花起泡，不平服!
（4）l303863款毛衫由于止口在面上，多处毛头、接驳位外露!
（5）l303201款长裤 a、耳仔订法错；b、腰头及裤脚拉链处多处
烂洞!

（6）l302081款针织恤衫挂牌贴纸上“执行标准”打错了!



（7）l84504款靴子抽查15对（日本单），其中9对有严重问题
要退返!（8）l303202款长裤（金漫厂生产）后袋角有烂洞!
（9）l303845款毛衫洗水测试后脱色严重（待处理）!以上问
题，如果相关部门领导不能及时、迅速作出协调处理的话，
就会直接影响到货品的上市时间，损失不可估量！再者，领
导者不作为或处理不当的话，也会大大降低部门或小组的工
作效率！例如鹏威厂生产的l303016款针织衫骨位处多处烂洞、
针洞（制单数229件，来货数133件）由于返工数量已超出90%，
几乎每件都有这个问题，我建议全部退厂返工处理，但是未
被部门领导采纳，最后还是要求成衣qc100%全查后再处理，
而当天晚上，品质部加班到了21：30。本周，生产部接连发
生了很多品质问题，有工艺方面的，有洗水方面的，也有因
为粗心大意引起的。当然，在管理制度上也存在缺陷，而生
产部外发qc的工作也有失职之处！品质部的专业技术和经验
不是只为自己服务，应服务于公司，服务于整个团队！建议
完善制度、改善管理方法，力求从根本上控制货品的质量和
改善货品的质量!

三、品质部成衣qc组存在的一些问题：

（1）成衣qc组开新款时，部门领导未参与审核、检验！（2）
对于已查货品无查验报告、记录及存档！

（3）有的款式分几次送货检验，但是每次都由分别不同的qc
查验！（4）生产部和商品部无每周工作计划及收货/出货计
划表！（5）建议将外发qc组并入品质部统一管理！

成衣qc组刘金凤已辞职，今天已经到期。之前我曾在私底下
找她谈话，了解其辞职的原因，得到的结果不出所料：是不
满现在品质部的管理方法，但是又无处投诉，辞职实属无奈
之举！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将会给品质部带来严重的后果！
也会给其他部门造成很大的影响！



谢谢！

空调品质工作报告篇二

1、加强农业投入品使用监管

360份;三是联合执法队检查蔬菜生产专业合作社的生产档案，
查投入品使用情况，全年共检查蔬菜、水果专业合作社15
个(次)，为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2、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宣传

充分利用打假日、安全生产月、各区域赶集习惯等各种宣传
时机在人流量大的市场、街口附近以流动播音宣传、发放印
刷资料等形式，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知识，通过大
力宣传引导，进一步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涉农法律
法规知识，提高了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和群众对假劣农业投
入品带来的质量安全隐患及其危害性的认识，增强了人民群
众质量安全意识和维权能力，营造了专项整治活动良好社会
氛围。全年共发放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及安全生产技术
资料共2000份，让广大消费者了解安全知识，树立安全消费
观念。

3、加强安全生产技术指导与抽检工作，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为保证全县人民蔬菜、水果消费安全，一是以集中培训和现
场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蔬菜、水果生产者的无公害生
产技术指导，主要就限、禁农药宣传和农药安全使用、病虫
综合防治等方面进行培训指导，全年开展集中培训两期次，
受训人员55人次，结合抽检进行无公害生产技术现场指导14
场次，接收指导人员达82人次;二是以主要果蔬产品为重点，对
**县城及田坝镇的三个大型水果蔬菜农贸市、新市坝镇、田
坝镇、前进乡、两河乡、坪坝乡、海棠镇等主要蔬菜生产基
地和蔬菜专业合作社季节性大量上市的蔬菜、水果等进行产



地检测，全年抽检样品327个(其中：基地检测抽样177个，市
场抽检样品148个)，检测合格率为100%，报送安全信息12期，
简报12期。

4、积极开展品牌建设工作

(1)、加大我县农产品品牌建设宣传力度。组织全县30个养殖
合作社的负责人参会，强调了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并
动员各专合社积极打造农产品品牌。

(2)、强化品牌宣传。把宣传作为品牌提升行动的重要抓手，
依托县乡镇、学校、超市等单位食品安全采购负责人培训会，
宣传推荐我县获得“三品一标的”黑苦荞产品、梨、大白芸
豆、结球甘蓝等农产品进超市、进学校、进机关、进食堂。

(3)、加强品牌保护。积极配合省、州完善品牌认证登记保护、
产品防伪标识使用和证后监管，联合执法大队、各乡镇开展
我县“黑苦荞”地标、及无公害标识使用专项检查，严厉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切实保护品牌农
产品形象。

5、加强三品一标的申报与管理工作

(1)联合执法队对**县财茂蔬菜专业合作社、**利民果蔬专业
合作社等获得“三品一标”的单位进行了全面检查，重点检
查投入品使用记录、田间生产记录，看是否严格杜绝国家明
令禁止的农药和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和休药期，并让生
产单位签订了安全生产承诺书。

(2)、对有效期内“三品一标”农产品进行抽检，全年“三品
一标”农产品18个次(其中：梨子6个、结球甘蓝12个)。

(3)、开展复查换证工作。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的最新规定，
对照无公害农产品(种植业产品)认证现场检查评定要求，



对**县坪坝乡财茂蔬菜专业合作社进行无公害结球甘蓝产地
环境检查，完成了**县财茂蔬菜专业合作社“结球甘蓝”无
公害农产品复查换证工作。

6、完成的其他工作

(1)根据省、州要求，全面完成了**县县、乡两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机构情况调查及汇总上报。

按照农牧局统一安排，深入到白坤、中普、阿渣尔吉等村开
展精准技术扶贫工作，协助村里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做好农
事季节生产指导，大力推广马铃薯、南苍术、花椒、等新品
种，为贫困农户脱贫致富贡献了力量。

1、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审计工作缓慢，项目整体验收受
到影响。

2、人员少且严重缺专业人员，项目验收后，无法完成实验室
双认证工作，无法发挥项目建设的作用。

空调品质工作报告篇三

(一)全面完成目标任务。改造提升标准化猕猴桃基地800亩，
落实“三品一标”认证奖补政策，县政府奖励“九丝红”红
阳猕猴桃、金艳猕猴桃绿色食品各5万元;认证无公害大米1个、
山地乌骨鸡、茶叶2个绿色食品，健全了农安应急处置机制，
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96%;6家农民专合社组织、家庭农场加
入运行农安网上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全县没有发生重大农产
品质量安全事故。

(二)加强领导，强化责任。为了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组织和
领导，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
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股、站、室负责人任成员。各乡镇相
应成立领导小组，明确责任。一是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管理。在农产品品牌示范区使用统一农产品产地质量安全合
格证明和追溯模式，实现“生产有记录、流向可追踪、质量
可追溯、责任可界定”。二是全面推动监管责任落实。进一
步明确农业部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和任务，按照
《县农业局20--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书》责任分解方
案落实划定责任。

(三)制定政策，专项投入。制定了《县农业局关于印发20--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要点》，并组织农产品基地农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员、企业农产品质量安全内检员参加省厅、市局
业务培训。县财政拨付专项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经费10万元。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广泛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
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通知》、《省实施办法》等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基础知识，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
整治成效，宣传农业区域品牌，用组织培训、送科技下乡、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示范等形式，引导农产品生产者、经
营者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引导消费者安全消费，按照《省农
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制度》规定发布信息，发放《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等宣传材料3万余份。通过宣
传活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在广大群众中得到了进一步普
及，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营造了良好氛围。

(五)狠抓监管，安全投入。我局认真开展执法检查，对农业
投入品农药、肥料、种子加强日常检查力度，重点是打击生
产、经营和使用禁用高毒高残留农药行为，同时在春秋两季
开展农资打假专项集中整治，强化高毒农药源头管理，加强
农药残留监测，加强除草剂的管控，规范农药使用行为，对
重点产品、重点时节、重点单位、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检查，
突出抓好春秋农资打假，以种子、肥料、农药、不合规的除
草剂整治为重点，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违法行
为，农资打假重大案件执法查处率达100%，放心农资下乡进
村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农资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进一步提



高，农资市场秩序进一步好转，农民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加强农药使用管理和技术指导，严防超范围使用农药，落实
安全间隔期、生产记录制度，大力推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
推广专业化统防统治，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业投
入品，杜绝劣质肥料和未经登记的肥料进入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生产基地。防止伪劣农资和禁用投入品进入到农业
生产中。

20--年我局在农业行政执法工作中共出动执法人员864次，车
辆200台次(含宣传车)，检查农药、种子、化肥等农资销售
点2051个次，整顿市场216个次，办结案12件，收缴农资2100
公斤，挽回经济损失25.5万元。

(六)加强检测，保证安全。为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农业
局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一是深入开展农产品市场
准入工作，深化石海家园购物中心实施市场准入工作，完善、
落实各项规定，按时抽检。二是推动市场准出工作，在建立
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站基础上，对重点农产品生产基地
实行产品抽检。三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加
快新建县农产品质检站建设，加强质检机构人员、市场准入
准出试点单位人员培训，提升检测能力和技术水平。四是建
立健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充实人员，切实提高监
管服务和应急处置能力。五是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部
门协调合作机制、检打联动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应急处置
机制等，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监管能力。

(七)抓实“三品一标”品牌提升行动，强化生产指导和监管。
一是强化督导，健全管理制度，督促获证单位建立健全生产
管理制度、生产操作规程和生产档案记录，落实标准化生产
管理措施。要求企业落实申报时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按生
产操作规程组织生产，建立和完善农资购买、使用、农事活
动、各环节记录档案制度。二是加强培训，提高业务水平。
加强对获证单位生产管理技术人员和内检员开展“三品一
标”技术培训，强化质量安全意识，提高内检员的业务能力，



同时积极对超市、批发市场等销售经营单位负责人开展“三
品一标”知识宣讲，引导督促其建立进货查验制度，把好进
货准入关，对石海家园购物中心农产品质量检测室督导10次
以上。三是加强对获证单位的实地督导。结合“三品一标”
年检、续展认证、复查换证、保持认证和专项检查等工作，
重点检查获证单位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生产操作、档案
记录、产品检测、包装标识、标志使用和质量追溯管理的相
关制度落实情况。“三品一标”品牌提升行动，提升了生产
者标准化生产能力和诚信度、提升了管理者认证监管能力和
公信度、提升了获证产品质量竞争力和知名度，提升了消费
者科学消费能力和认可度。

(八)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加强领导并在全县建立乡镇
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站。充分发挥县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导小
组、技术服务领导小组作用。按照中、省、市、县部署，着
力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工作，在全县15个乡镇建立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服务站，确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配置农药残留
速测仪，配合市局对生产基地农产品进行抽检，用新型果蔬
速测仪对水果、茶叶、蔬菜95个样品进行抽样检测，合格
率100%，并积极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工作。

(一)农业执法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执法人员素质有待进一
步提高。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涉及农业环境污染、制售假劣农
资产品和违规使用农药等多方面的的问题，由于干部群众对
农业执法的认识不足，因此开展农业行政执法工作十分困难;
少数执法人员对农业法律法规的了解掌握不够好，也使农业
执法力度受到了一定影响。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率和标准化生产覆盖率低，开展生产技
术指导范围广、难度大。我县农业产业化经营率和标准化生
产覆盖率低，特别是食用农产品产业化经营率和标准化生产
覆盖率低，标准化示范基地少，带动和影响范围不够广。农
业生产技术指导工作点多、面广、量大，加之我县农技推广
体系改革工作尚未全面完成，农业局所属各单位的职能职责



还不够完善。因此，在农业生产环节的监督和管理上存在监
管不到位等情况，有待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不完善，检疫检测覆盖范围不
够广。受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项目申报条件限制，如建
设监测项目需达到的产量和覆盖范围限制等，体系建设不完
善。已经建成的监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工作经费不足、
设备落后等诸多问题，有待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加以解决。

(一)继续抓好“三项检查”，保证产出的农产品质量。

(二)强化“六项制度”的落实工作，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

(三)继续抓好农产品生产者及农业投入品经营者的宣传培训
工作，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及农业投入品经营者的
质量安全意识和业务素质。

(四)着力加强对监管队伍的教育培训，进一步提高监管人员
的业务素质和责任意识。

要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站室之间
密切配合，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把农业安全作为基础，狠
抓农业投入品生产销售、净化源头，例行监测，打造品牌。
全力营造一个全社会人人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浓厚氛围，
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空调品质工作报告篇四

(一)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农业科
技培训班和“农家大篷车”、“三下乡”、“放心农资下乡
进村宣传周”等活动，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
有关知识，多渠道提高群众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同时，
深入各大蔬菜基地、果场、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加强农产品



质量安全知识宣传，并与各负责人签订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
重抓大宗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二)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在春季生产重点季节，对
全区范围内的150家农资经营店进行拉网式检查，重点检查经
营者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经营高毒禁用农药、假劣农药、农药
防治对象和适宜作物是否超登记范围等，加强农业投入品源
头上的监管。对违法经营高毒禁用农药者从严查处;对登记的
防治对象和适宜作物不是水果或蔬菜而包装标签标注适用果
蔬的农药产品，不仅以擅自修改标签内容为由依法进行处罚，
还重点进行质量抽检，查看是否含有禁用于水果或蔬菜的隐
性成分，一经查出含有不能用于水果或蔬菜的隐性成分，即
以假农药论处，从重处罚，案值达5万元以上的移送公安机关。
半年来，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770人次，检查农资经营店966
家次，立案查处违法经营农药案件25宗，其中假劣农药案件3
宗，农药标签标识不规范22宗，有效地整治和规范农资市场
的经营秩序。

(三)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根据市、区食安办
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周密部署了关于春节、清明
节、五一节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确保重点节假日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

(四)抓好农业投入品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对辖区内各大蔬菜
水果生产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定期进行
农业投入品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蔬菜、水果生产基地农药
使用的监管，重点检查蔬菜、水果生产中是否严格执行农药
安全使用规定，是否存在违规使用禁用或者限用农药的情况，
督促这些大户建立完善的进药、用药和日常生产记录档案，
对不完善生产记录的农产品生产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下达限期
整改通知书。

(五)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重点是抓好各农产
品生产合作社、蔬菜生产基地及辖区各超市农产品质量的检



测，一方面派出农安检测人员加大抽检力度，另一方面要求
各农产品生产合作社、蔬菜生产基地务必做好农产品上市前
的自检工作并做好产品数量和检测结果记录(都配备有一台速
测仪)，也建议各超市做好农产品进货情况和质量的自检登记
工作，杜绝不合格农产品进入市场。今年以来，本系统共出
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人员2998人次，11个乡镇检测站抽样
检测蔬菜、水果农药残留样品共9753个，合格率99.92%，区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站例行抽样监测蔬菜、水果农药残
留样品共2043个，合格率达100%。对抽检不格的农产品责令
延时采收或下架处理，确保不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六)抓好清洁果园、清洁菜园工作。严抓果园、菜园内农业
废弃物的清除清理工作，确保农产品生产环境不受污染。

(七)抓好“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工作。 2015年底我区已
有9家农产品生产合作社获得了“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称
号，分别是：1、钦北区新棠镇江厂荔枝专业合作社;2钦北区
源野人家蔬菜专业合作社;3、钦北区宇鸿农业专业合作社;4
钦北区科盛蔬菜专业合作社;5、钦北区致美蔬菜专业合作
社;6、钦北区镁源蔬菜专业合作社;7、钦州市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8、钦北区辉源蔬菜专业合作社;9、钦北区志成蔬菜专
业合作社，认证面积为33225亩。通过抓“无公害”农产品产
地认证，树立标准化生产的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虽然我局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
我区没有发生过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但农产品质量安全形
势仍不容乐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

(一)农业标准化建设滞后。实行农业标准化生产是解决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治本之策，农业部和农业厅制定了部分农业标
准化生产标准，我区也制定了部分农业生产技术规范，但在
生产中难于推广应用，没有落到实处。全区农产品按标准或
规范组织生产的还不到50%。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群众农产品质
量安全意识淡薄，有待进一步培训提高。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资金严重不足。农产品质量安全是
今后农业发展的新趋势，要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必须
加大对质量安全工作的人、财、物投入。今年自治区给我区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经费只有13.3万元，区财政预算也只
安排2.5万元(往年2.8—3.8万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经费，每年购买检测药品的经费需要3万元左右，余下的局
与11个乡镇站分，平均每个单位才1万元，与当前农产品质量
安全工作要求不相适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监测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虽然各镇聘任了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但目前为
止还没有聘任经费，协管工作很难开展。

(四)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与农技推广站是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农安工作人员缺乏专职性从而影响到工作的主动
性。

(五)钦北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区)项目实施建设滞
后。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农业厅、水产畜牧兽医局关
于下达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项目2014年中央预
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桂发改投资[2014]756号)精神，该项
目已于2014年9月份下达，我局已于去年底前完成了专用设备
采购的招投标，项目用房由于太残旧，重新装修要250多万元，
而项目资金才有50多万元用于装修，资金缺口太大，无法开
工建设。

1、抓好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 重点是规范完善现有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积极组织、指导农业专业合作社
进行标准化生产，申报无公害生产基地认证。扩大标准化生
产技术推广应用规模。

2、加大农资打假力度。重点查处违法经营高毒、禁用、限用
农药的案件，努力消除因假劣农资引发的重大农产品质量安
全事件隐患。将辖区农药经营店100%纳入监控范围，农资打



假重大案件查处率达到l00%。

3、进一步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加大开展蔬菜、
水果农药残留例行监测力度，把辖区内蔬菜、水果生产大户
的农产品都列入农药残留例行监测范围。速测法定性监测全
区蔬菜、水果合格率达到97%以上;节假日前或重大活动期间，
加强对全区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测;组织镇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工作站检测人员每周定期深入生产基地流动开展蔬
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从源头确保上市蔬菜产品质量安全，
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推动全区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上新台阶。

空调品质工作报告篇五

回顾2011年度，品质部可说经历了诸多调整，包括人员的安
排、工作方式的更新等，所以一切均在力求建立一支符合奥
力公司高速发展的品质队伍，在公司高层人士的大力重视下，
品质部已逐步完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2011年，品质
部保障了公司产品的品质及交货，但也发生过重大的品质事
故，各项品质目标均未达标，同时每月的品质情况差异也较
大；为了更好的完成2012年度奥力公司的整体目标及最大程
度的推动公司内品质系统的完善，并且使2012年品质工作有
续开展，在2012 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控制公司所有的外购物料
和外协加工物料的质量，保证不满足公司相关技术标准的产
品不进入公司库房和生产线,确保生产使用产品都是合格
品。iqc是公司整个供应链的前端，是构建公司质量体系的第
一到防线和闸门。如果不能把关或是把关不严，让不合格物
料进入库房和生产线，将把质量问题在后工序中成指数放大，
如果把质量隐患带到市场，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甚至
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iqc检验员的岗位责任非常重大，作
为质量控制的重要一环，要严格按标准按要求办事，质量管
理不要受其他因素干扰。对于特殊情况下需要放行的，由公
司高层决策，2、处理物料质量问题，iqc还要对检验过程中发



现的质量问题进行跟踪处理，以及生产和客户反馈的重大物
料质量问题的跟踪处理，并在iqc内部建立预防措施等。

ipqc检验员工作重点；做好一个品质检验员，首先要清楚自
己所负责产品的生产用途,生产流程等，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自
己要有一定的品质专业水准,有一定的辨别能，并且要熟悉产
品特性，产品的制造流程，每一产品的每一工序，产品的检
验标淮。1，ipqc应重视首件，首件就是寻找问题，确认其结果，
并做出相应判定处置的过程。尽量发现问题，从而采取纠正
或改进措施，以防止批次性不合格品发生，确认ok后方可进
行生产。2，ipqc应重视巡视，巡视不是做样子，巡检就是巡回
检验是指检查员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和路线依次到工作地或生
产场所，用抽查的形式，检查刚加工出来的产品，是否符合
图纸，工艺，或检查作业指导书中所规定的要求。当巡视到
某工序品质发生异常时，依自已的能力尽量解决，如果不能
解决，应及时把真实情况反应给上级。并认真真实地填写好
每一份报表。

总结；现场中的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变化著，昨天还合理的
事物，今天就不一定了，改善永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怀疑越多，对现场了解就越多。所以说作为品保人员时
刻要有问题发生的意识,有敏锐的洞察力,真实的记录一切。

2012年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