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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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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
怎么写总结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春季农资打假工作总结 农资打假工作总结篇一

一、部署及时，行动迅速。接到**农质函【20xx】767号文件
后，我县立即行动，召开了农资打假行动工作动员会，让每
一个执法人员提前进入角色，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
《**县20xx年度秋季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秋季农
资打假行动紧张有序展开。

二、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利用电视、广播、明白纸、宣传
单等多种形式，宣传农资法律法规，普及识假辨假和科学使
用知识，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整个行动期间共宣传咨
询20xx多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制作电视新闻一期。

三、采取集中行动和长效监管的形式，加大市场巡查力度。
在秋种关键时期集中力量对辖区内所有农资生产企业和经营
网点开展了一次"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了乡村级农资零售
市场和经营门点，农资挂靠、代销和承包经营户等。对已丧
失相关资质条件或者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农资市场经营主体，
依法予以了清理。及时发现违法违规经营现象和假冒伪劣、
不合格农资产品，最大限度地将假冒伪劣、不合格农资产品
控制在农民使用之前被清缴和查处。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
车辆30余台次，执法人员150人次，()检查种子经营网点500
个次，肥料经营网点600个次，农药经营网点500个次，饲料
经营网点100个次，限期责令改正案件10起，立案查处违法经
营案件5起，涉案农资价值10余万元，取缔不合格网点2个。



四、加强农资产品质量抽检力度。自9月下旬开始，分三个时
段对种子、肥料、农药（除草剂）、饲料等进行了质量抽检
行动，对群众反映强烈和问题突出区域的农资产品，加大了
监督检测范围和频次。共抽取25个批次的小麦样品，18个批
次肥料样品和9个批次饲料样品，对检测的不合格产品依法正
在进行处理。

一、部署及时，行动迅速。接到**农质函【20xx】767号文件
后，我县立即行动，召开了农资打假行动工作动员会，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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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测范围和频次。共抽取25个批次的小麦样品，18个批
次肥料样品和9个批次饲料样品，对检测的不合格产品依法正
在进行处理。

春季农资打假工作总结 农资打假工作总结篇二

今年，我队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及省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电
视电话会议和(xx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督工作要点)的精神，
组织精干力量，强化源头治理、狠抓专项整治、健全管理制
度、规范经营行为为重点，扎实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确保了全市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为贯彻落实盛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农业工作实际，先后制
定了(xx年农业行政执法工作方案)和(xx年农资打假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保证了农资打假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地开展。

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开展“放心农资下乡”
宣传活动：全局共出动宣传人员108人次，开展咨询活动10场
次，接待咨询群众xx余人次，印发宣传资料15000余份，制作
宣传板报3块，组织优质农资展销1000公斤，金额4万多元。
通过大力宣传引导，进一步普及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
药管理条例)等涉农法律法规，提高了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对
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及其危害性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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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开展农药经营主体清查。组织力量对主体信息进行全面
采集，建立详细档案记录，资质条件不符要求的经销商责令
限期整改，净化了农药市场秩序。

二是严格农资批发环节产品备案审核制度。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农业执法大队严格审查进入我市销售的种子、农药、
肥料等农业投入品，严把农资商品市场准入关，问题产品发
出整改通知书责令退回改正。通过监管关口前移，从源头上



杜绝了违规农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有效遏制了违法经营行
为。

三是构建监管长效机制。主要有农资经营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进贷查验制度、进销贷发票制度，进销货台账制度、禁销禁
限用高毒农药制度、过期未失效农药专柜销售制度等，通过
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确保经营者做到守法经营，诚信经营。

为使农民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切实为农业生产保
驾护航，农业执法大队制定详细的农资质量抽检计划，扩大
抽检范围，提高抽检密度，防止了不合格农资流入农业生产
领域。从市场抽送检农药样品15个、肥料样品20个，并对质
量不合格产品依法予以查处，杜绝了假劣农资坑农害农。

农业执法人员坚持工作重心下移，以是否经营假劣农资、未
审定(登记)农资、标识标签不合格农资及禁、限用农资等为
重点，对辖区内农资生产、经营单位及网点实行拉网式检查，
并认真做好检查记录，保证农资市场监管不留盲区死角。截
止11月15日，共出动执法车辆100多台次，出动执法人员500
多人次，行程1.5万多公里，对辖区内25家农资批发商、生产
商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对哲桥、大市、南京、灶市等36个乡
镇农资市场进行了全面整治：共检查种子品种200多个，代表
数量10多万公斤；检查肥料30多个批次，代表数量400多吨；
检查农药品种100多个，代表数量20吨。共受理农资案件186
起，其中简易程序案158起，一般程序案立案28起，结案28起，
结案率100%。没收假劣种子120多公斤、农药200多件共200多
公斤。

(一)种子生产经营全部进入市场化。我市种子管理体制改革
已顺利完成，市种子公司已被撤销，市种子管理局已正式成
立，种子生产经营已全部进入市场化。目前，我市无种子生
产企业，有县级种子批发商10家，乡级零售商150余家，经营
的种子品种有400个左右，其中杂交水稻品种约200个左右。



(二)农药市场步入中、低毒高效化。目前，我市无农药生产
企业，有县级农药批发商15家，乡级零售商200多家，经营的
中、低毒高效农药品种占市场份额的80%以上，同比上升10个
百分点，禁用农药已退出市常高毒农药试行定点经营，现正
在逐步推进之中，计划在今年年底以前完成全市高毒农药定
点经营试行工作，市区批发每个办事处定点2家，乡镇零售市
场每乡(镇)定点2-3家。

(三)肥料市场复合肥化。我市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已达7年，
平衡施肥深入推广，基本扭转了以往重氮、轻磷、钾的施肥
势头。目前，我市有肥料生产企业1家，县级肥料批发商13家，
乡级零售商180多家。经营的肥料品种中，复合肥已占市场份
额50%以上，同比上升5个百分点。

(一)农药市场规范难度大。农药经营门槛过低，销售尚未设
置许可制度，管理难度加大；农药“商标名”繁多，甚至多
于过去的“商品名”，使用者难以做到“对症下药”；农药
中违规加药现象比较严重。

(二)经费严重不足。目前，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没有财
政专项农业执法工作经费，除了人头经费外，其他经费开支
都靠罚没款解决，难以维持正常工作的运转，经费不足已成
为我市农业执法工作的“瓶颈”。

总体设想是：实现“四个巩固”，力求“三个突破”，提
高“两个水平”，争创“一流队伍”。

1、“四个巩固”。巩固种子、农药、肥料、农产品质量安全
四个农业执法领域的执法主体地位，加大农资打假力度，从
源头上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切实维护公众健康。

2、力求“三个突破”。突破耕地质量保护、农业环境保护、
外来物种管理三个农业执法领域的执法，寻求突破口，查办
典型案件，树立农业执法新权威。



3、提高“二个水平”。一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力争
农产品农药残留合格率在98.5%以上，同比提高0.5个百分比；
二是提高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水平，确保结案率100%，杜绝错
案。

4、争创“一流队伍”。一是争创耒阳市农业局系统的一流单
位；二是争创耒阳市行政执法系统的一流单位；三是争创衡
阳市农业行政执法系统的一流单位；四是争创湖南省农业行
政执法系统的一流单位。

春季农资打假工作总结 农资打假工作总结篇三

根据省农业厅《转发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xx年"放心农资下
乡进村宣传周"活动文件的通知》(云农办市〔xx〕7号)精
神，**州农业局及时研究，转发了省厅文件，要求各县(市)
农业局、畜牧局认真组织好"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
做好农资的监管工作，全州农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当地新
闻媒体的积极配合下，以"放心农资下乡，维护农民权益"为
主题，于3月23—29日认真组织开展了xx年**州"放心农资下
乡进村宣传周"活动。在"宣传周"活动中，全州共出动执法和
科技人员2184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6.2万份，举办现场咨询
培训418场次，接待咨询群众27.25万人次，受理投拆举报4人
次，案件回访5件，收看"3.15"电视专题人数178.25万人次，
展销农资产品数量达8.37万公斤,245台件,价值376.94万元。

结合农业生产时节，州农资打假协调领导组办公室于xx年5
月13日和xx年10月24日两次组织成员单位(农业局、工商局、
质监局、公安局、供销社、发改委)及州农业局局属有关单
位68人次分两个组，对宾川、祥云、巍山县、弥渡县四县农
资监管和打假工作进行抽查，在听取了四个县的农资打假情
况汇报后，检查组分别对祥云县祥城镇，宾川县金牛镇、州
城镇，巍山县南诏镇，弥渡县弥城镇和寅街镇农资市场进行
现场检查。



检查种子生产经营户16户，抽查玉米品种28个，其中1户经营
的2个玉米品种未建立经营档案，也未开据销售票据，这对维
护经营者、消费者权益存在很大缺陷。所有经营门市部委托
代销证书、证照、销售人员培训合格证书等齐全，并能亮证
照经营，符合规定要求，但是个别门市粘贴有未经审定品种
的宣传资料。

检查农药批发、零售经营单位21户，初查1370多个农药品种，
抽查12个品种，其中，1个品种标签不合格(10公斤)，现场进
行了处理，3个品种生产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不符，即威
海韩孚生化农药有限公司的兰博80%，18包，山东汉克农药有
限公司生产的早疫晚疫44包，山东松冈3%阿维菌素68
包，100g/包。存在的问题是同一农药有很多商品名称，如有
效成份为阿维菌素的农药，名称有害极灭、虫满光、阿维虫
清等;在弥渡县寅街镇供销社景泉农资经营部有安徽省安庆农
化工公司生产的10%草甘磷铵盐标识不清，农药的生产日期没
有标注在药瓶上，药瓶的下面没有绿色环线的除草剂标志。
检查中没有发现过期农药、甲胺磷等高剧毒农药。

肥料主要对祥云、宾川、弥渡、巍山四县较大的农资批发市
场进行检查，共涉及洋丰、欢乐谷、三宁、施丰源、海德曼、
云叶、腾升、金沙江、古驿、彩云龙、沃夫特、大地、年胜、
硝酸钾肥、艳阳天、金沂蒙、路先锋、黄金元素、龙虎、云
丰、好又快、菜多收、大富、元丰、多利民、三叶环、施丰
源、山花等40个品种，数量近4000吨，所查肥料外观完好，
标识清楚，生产许可证、肥料登记证、产品执行标准齐全，
生产企业、名称、厂址、电话等信息齐全，包装重量标识清
楚，符合要求。仅发现极少量肥料有轻微结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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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度是渔业生产的重要季节，是大量渔需物资的消费季
节，苗种生产和苗种投放季节，直接关系到水产品质量安全
的重要季节，同时是渔需物资打假“春季行动”和“夏季百



日行动”前后衔接的关键时期，也是全年水产品“双打”工
作的重要时节，我市渔业主管以及涉渔部门分工明确，统筹
协调，着眼实际工作，加强工作整合，在保持和巩固第一季
度水产品“双打”和渔需物资打假“春季行动”成果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打假护渔力度，确保第二季度水产品“双打
工作取得预期效果，同时为渔需物资打假“夏季行动”奠定
良好基础。

（一）加强苗种管理，深入开展水产苗种专项整治。春季是
春片鱼种投放季节，对投放的春片鱼种进行监督检查，主要
是检查是否有苗种生产许可证、检疫证，严厉打击以次从好，
带病销售，对国家实行的增殖放流鱼种进行政府采购，公示、
公证，并有形象资料留存；对外进的水花、夏花鱼种进行苗
种培育的，也同样进行管理。

（二）狠抓生产环节监管，查处使用鱼药、饵料、各项养殖
记录等。

（三）加大渔机、渔具管理力度。认真对照《省清理整治违
规渔具和涉渔“三无”船舶专项行动方案》、《20xx年省渔船
船用产品质量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打击生产、销售禁
用渔具和使用违规渔具非法捕捞等行为，依法治理渔船船用
产品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为渔业健康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四）推进放心渔需物资下乡进村示范点建设。

推广有效模式，推进放心渔需物资店建设，充分发挥先进典
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实现放心渔需物资产品的覆盖面和销售
率稳步提高。

1、从四月份开始，我们对每一个渔业养殖单位进行生产检查、
培训等工作，截止到6月13日，我市共出动渔业执法人员和工
作人员12人次，检查渔业生产单位9家，发放宣传材料800份，
指导培训2次，41人。从已接受检查的渔业养殖基地检查结果



看，各类养殖受检单位都建立了生产记录、用药记录和销售
记录，产品销售严格遵守休药期制度，所有基地库存没有违
禁药物，监管率和抽检合格率均达到了100%。

2、加强水产新技术培训工作。组织科技下乡活动，联合水产
站领导深入创业水库、水产良种场、渔场等地咨询服务，受
到当地农渔民的热情欢迎。

经多次现场检查，没有发现假冒伪劣渔需物资、水产品抽检
完全合格，没有检测出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等违禁药品。

春季农资打假工作总结 农资打假工作总结篇五

按照宁蒗县人民政府工作的安排，3月8日至18日，由农业局、
质监、工商、畜牧局、农机、能源、种子站等部门共同组织
综合执法检查队，认真开展了2012年农资执法打假。

此次执法打假工作，针对辖区实际情况重点检查群众反映问
题多的化肥、农药、农膜、农机销售企业；重点检查城乡结
合部以及无证照生产经营问题突出的区域。共出动执法检
查30车次，90人次深入宁蒗县15个乡镇供销社及门市部进行
了全面大检查。

回。

通过打假活动，有效的保护了广大农资经营者和农民的合法
权益，净化了我县农资市场。但我们还将继续强化大农资市
场的质量监管，为我县春耕工作的有序进行保驾护航。

二0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