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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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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保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记得前几天，我又到东湖边去游玩。一到公园大门，一个白
色的物体从天而降，掉在我面前，“蹦”的一下炸开了。我
向后退了几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白色的塑料垃圾袋，
里面接连滚出易拉罐、鸡蛋壳、纸屑……就在这时，一位盲
人走了过来，我赶紧跑过去，扶着他绕过了垃圾袋。我心想，
如果人人都像这样扔垃圾，那大家不都要摔跤吗？我和爸爸
妈妈都要去东湖边玩。那里树木郁郁葱葱，鸟语花香。

我要建议大家，从现在开始要行动起来，保护河流，不要把
废水排进河里。要把垃圾放到指定的位置。千万不要把茶叶
水从楼上往下倒，以免发生悲剧。

我们要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空气，
让山变得更绿，水变得更清，让祖国变得更加美好！

朋友，当你行走在宽阔的道路上，欣赏着绿树红花，突然闻
到污水的臭味时，你不觉得恶心吗？当你走在金色的沙滩上，
海风吹拂着你，心情无比舒畅时，突然一个塑料袋飞到你的
脸上，你不觉得扫兴吗？当你在学习的时候，听得附近建筑
工地的噪声，你不觉得心情烦躁吗？我相信每个人都和我一
样会有同样的感受。

一条原本清澈见底，鱼虾成群的河流，如果我们往河里仍垃
圾，工厂往里面排放污水，不久就会变成一条肮脏的河流。



我们看到的将是：乌黑的河水冒着油腻腻的泡沫，水面上漂
浮着叫不出名的脏物，散发着一股股刺鼻的怪味，河里不再
有鱼虾，河边的柳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

人们对地球索取多，保护少。河流在哭泣，森林在呐喊，地
球在呼唤。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作为地球的居民，
我们不仅要为地球抱怨，还要行动起来，用有效的方式治理
地球。

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不乱扔果皮，不
随地吐痰。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伸出你的双手，和我们紧紧
握在一起，每一天守住一片绿，让这片绿时刻？含着生机，
时刻让我们感受到绿就在我们身边。

现在，正是收麦子的季节，汗水顺着农民伯伯的脸颊流淌，
但喜悦的笑容挂在他们的脸上。可是有些农民认为秸秆处理
的成本太高，不如一烧了之。这种做法是错的。

生态环保工作总结报告篇二

今年以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做好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工作精神，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作为践行三区联
动(镇区、产业集聚区和新型农村社区)、多部门共建模式的
重要措施，突出重点，统筹安排，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集
中整治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强化领导，建立长效机制。组织召开了镇办党政一把手
和县直有关部门一把手参加的全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
议，安排部署全县改善人居环境工作，落实了责任，明确了
目标。各镇办党委、政府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责任主体，
党政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摆上重要
日程，亲自安排、亲自落实、亲自推进。建立了保洁长效机
制，彻底改善、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全面提升广大农村
群众的生活质量。



(二)强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通过制作宣传标语、展板、
户外广告、发放宣传单等方式，扎实开展清洁城镇创建三保
三化等主要内容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宣传活动，动员广大干
部群众积极关注改善人居环境、支持改善人居环境、参与改
善人居环境工作。目前，出动宣传车100余次，发放宣传
册1000余份、播放广告11余条、悬挂标语27条，营造了浓郁
的社会氛围。

(三)强化整治，改善人居环境。一是对农村各类垃圾进行全
面清理，清除了村内私搭乱建等临时建筑物和乱贴、乱画，
有效解决了垃圾围村、围田、围路、围河问题。二是清除村
内道路堆放的砖、砂石以及废弃的建筑材料和杂物，以及主
要道路两侧的杂草、杂物乱堆，拆除道路两侧的违章建筑等，
达到了道路畅通、整洁、干净。三是开展市容市貌集中整治，
对马路市场和占道经营行为进行了全面清理整顿，实现了道
路清畅、秩序井然。四是在全市率先实行了农村环卫保洁市
场化运作，对镇区、社区、小组的垃圾进行了分类收集清运。
五是规范了农村畜禽养殖管理，对畜禽养殖严格进行审批，
积极推行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完成了万顺养猪场污染减排
项目1个，确保环境整洁。截止目前，全县共拆除违章建
筑3500平方米，清除杂草垃圾15万立方米，清理路边蔬菜、
秸秆万平方米。从今年3月底开始，结合清洁城镇创建，在全
县集中开展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达到了全县村庄
无垃圾堆放、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道，日常生产生活物品
堆放规范，道路两侧环境干净，基本实现了农村环境三无一
规范一眼净目标。

(五)强化监管，建立长效机制。一是抓队伍建设。全县65个
行政村(社区)，按照标准配备管理员490人，实现了常态化管
理，配备了100人的村容村貌管理员队伍，服务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二是抓机制建设。制定了三分制督查考核办法(月
初验收、中旬督导、月末考评)，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坚持月
排名制度，实施动态管理。在日常督查考核过程中，重点考
核各镇村容村貌管理办公室运作情况，制度落实情况，督促



镇村容村貌管理办公室的组织制度、管理办法、考核办法、
管理员职责及考评办法落实到实处。三是抓规范管理。健全
村容村貌管理员选聘机制，全县已选聘215名贫困低保对象为
村容村貌管理员参与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对贫困低保管理员
的规范管理，保证了全县村容村貌常抓常洁。

虽然我现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上级要求相比还有一些差距，还存在
一些问题和困难。

一是农村环境还需提高。脏、乱、差现象还一定存在，多数
农村建设规划不尽合理，整体布局散乱，没有综合考虑排水、
排污、绿化、草堆杂物堆放、畜禽养殖等农村实际问题，存
在抢占、乱占和重复建设现象。

二是乡村道路存在重建轻管。由于维护保养不善，部分乡村
道路严重损毁，且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不完备，既影响道路的
使用寿命也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三是老式厕所影响生活质量。由于传统生活习惯影响或限于
自然、经济条件，目前很多农村还未改厕，农户还使用旧式
坑式厕所，雨淋日晒，臭气熏人，特别是夏天容易传播疾病，
不利于物质文明建设，也有损美丽乡村形象。

四是农村绿化美化标准不高。总体规划滞后，有的地方绿化
不切实际，有的地方绿化管护不到位，没有形成环村有林带，
村中有游园，农村像公园，庭院有特点的特色。

下一步，我县将严格按照省、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要求，
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夯实工作责任，创新体制机制，不断
提升我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水平。

(一)思想上再重视。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工作要求，
按照三无一规范一眼净的目标，加强投入，强化措施，有效



开展工作，逐步提高我县农村村容村貌整治标准和管理水平，
进一步美化人居环境。

(二)推进上再有力。坚持科学谋划，分类指导，按照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的总体要求，循序渐进，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的阶段性规律，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坚持群众主体、
尊重群众意愿，广泛动员群众参与项目组织实施，保障群众
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扎实推进。

(三)考核上再严格。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纳入绩效考核
体系，按照考核办法，加大督查力度，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重点对达标村和示范村进行检查，建立季观摩评比、年全面
考核的督查考核机制，依据目标完成情况和整治效果，严格
落实奖惩机制。

生态环保工作总结报告篇三

保护生态环境从我做起。

唐山地震、汶川地震、南方暴风雪、北方暴风雪是谁造成了
这些自然灾害？有些人会说所有的自然灾害都是由地球本身
造成的。这是一个原因。然而，主要是因为人类对地球无止
境的需求，破坏才会导致这些事情。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是
一个主要因素。原本被草覆盖的草原变成了一片荒凉的沙漠。
植物消失了，动物消失了，下一个将是人类。人类的无休止
的毁灭使地球布满了洞。美丽的地球已经变得荒凉。世界上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被摧毁了，甚至南极也被污染了。人类已
经失去了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然而，我们仍然没有注意到
这一点，仍然在摧毁我们美丽的家园。我们应该看着这个美
丽富饶的地球家园被摧毁吗？人类会在那之前醒来吗？白羊
吃草，野马在草原上奔跑，鱼在清澈的河里游泳。人类还有
机会看到这些照片吗？保护环境始于周围的水滴。节约用水
意味着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想法付诸行
动，从小事做起，注意我们的行动，不要浪费水资源。刷牙



时关掉水龙头，浇花，洗拖把。为了节约水资源，你不能认
为水龙头里的几滴水就不会浪费水。一点点可以成就很多。
如果继续下去，会浪费多少水！水资源是地球给我们维持人
类生活的重要物质。我们必须珍惜它！节省电力资源。电已
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没有它，电视、电脑、
冰箱和其他电器就不能使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们是从哪
里来的？地球是如此无私，它慷慨地为人类提供能源。我们
应该珍惜这一资源。如果我们不节约使用，它总有一天会干
涸的。为了节约资源，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上完厕所后关
掉灯和电视。这些都是节约能源的措施。我们应该在现在的
基础上努力宣传它，这样人们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应
该过低碳生活，在生活中节约水、电和油。低碳生活是我们
想要建立的绿色生活方式。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努力建设低碳生活。我们应该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不要让世界上最后一滴水变成人类的眼泪。让我
们采取行动，让我们亲爱的地球母亲的伤疤消失。让地球在
未来变得更加美丽和强大。

生态环保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地球上生存着种类繁多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它们和地球
上的大气、水以及土壤共同组成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而在
这个生态系统中，又有无数个小生态系统，它们经过亿万年
的演化，达到了稳定的平衡状态，这就是生态平衡。

而生态、科学和家园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生态支起了
我们这个科学家园。

好景不长，如今，树木大量被砍伐，大地那一头美丽的头发
开始稀稀疏疏起来，开始不再显得有朝气了。人们总去写出
各种各样文章进行呼吁，可树木数量的锐减仍让我对这些难
以置信。现在，森林苟延残喘，形容枯槁，再也不绿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科技发达了，五花八门的物品也随之而来。一次性筷子、纸
张、木制品……这些都是人类对树木的侵犯。一次性筷子最为
“肆虐猖獗”。据统计，认为一次性筷子卫生、安全的人
占51.1%；认为一次性筷子比较方便的人占33.0%；认为不得
不用的人占15.9%。这些一次性筷子真的可以相信吗？第一，
在农村的一些小餐馆里（甚至在城镇的小餐馆），人们常常
看到油腻不堪的`可乐瓶制成的简易筷筒里，密密麻麻插满了
一次性筷子，其中不少筷子已经没有了包装袋或封口敞开。
接受无数双挑剔的手的触摸，这就是一些小吃店里的一次性
筷子的环境，这样的筷子还是卫生筷吗？第二，业内人士表
示，目前有关部门对于一次性筷子的生产要求很高，生产企
业要达一定规模，原料有特殊标准，消毒工序方面必须执行
国家标准。但业内人士透露，现在市场上的一次性木质筷子
在生产时，卫生指标实在难以达标，有时生产厂家甚至根本
就是没有消毒设备，经过消毒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
月，夏季为3个月，一旦过了保质期，一次性筷子往往会带有
黄色葡萄菌、大肠杆菌及肝炎病毒，这样的筷子是卫生筷吗？
第三，一些不法生产者为给筷子“美容”，在生产过程中要
经过硫磺蒸熏，熏不白的就用双氧水和硫酸钠浸泡，漂白，
还有的用滑石粉抛光，包装上“高温消毒”纯粹只是心理安
慰，“整容”的卫生筷有三大危害：1、损害呼吸功能。2、
损害消化功能。3、病菌感染。试问，这样的“卫生筷”您还
敢使用吗？在厦门科技馆，有一棵十分著名的“筷子树”。
它警示着人们：

就是因为人类贪婪的欲望。是这无知的欲望让我们后悔！

保护环境吧！

生态环保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根据全区节能降耗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精神，我公司立足供



水行业实际，研究制定了进一步加强节能降耗管理的工作措
施。在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全体员工积极投入参与，公
司从生产现状入手全面调查、分析、研究，确定节能重点，
从抓好技术节能、管理节能入手，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持
严格的制度管理，实行有效的约束手段，切实抓好节能降耗
工作。

1、科学调配供水水源

1. 合理选用水源

受水源条件及供水安全保障要求的限制，我公司在不同地区
建有多个水源地，各水源之间常常需要联合调度、调配运行
才能保障供水。通过科学的水源调度系统，综合分析各水厂
的实际供水量、各水源能耗情况，在保障供水的前提下，优
先选用距离近、能耗低、水量大的水源，从而有效降低供水
能耗。

2. 调整水源调蓄方式

2、合理确定供水压力

3、提高水泵机组的运行效率

我公司各水厂泵房目前大多采用多水泵联合供水方式，提高
水泵机组的实际综合运行效率是节能降耗的主要环节。在供
水过程中，各水厂根据用水量随时间、季节的变化调整不同
水泵机组的开启，以达到经济供水的效果。

1.合理选择水泵机组

生态环保工作总结报告篇六

报纸杂志上常常推荐一些地方很快要消失，建议大家赶快去，



免得留有遗憾，我觉得，还是不去的好，全球派一个组去拍
些照片录像回来，其他人都不许去，这样才更符合自然之道。

我的一位老师说，没有什么天人合一，只能是人合天，能达到
“合天”已是最高境界了。

人们以前要人定胜天，更是猖狂。

大多数人对天道的感悟还是很初级的。从贫困肮脏进步到环
境卫生，是小康的水平；从美化环境进步到绿化祖国，在许
多地方并非是进步，这是平行的水平；注重环保，目前是许
多人口头上的成绩，也算不错；能做到生态平衡、回归自然，
却是梦想了。

为什么要拔杂草呢？什么是杂草？杂草也有生存的权利，草
权草主自然真是来自不易。

高峡出平湖，南水北向流，千山人踪灭，万年从回头。

生态环保工作总结报告篇七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依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关系到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世界能源消费剧增，生态环境不断恶
化，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加强节能减排，
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逐步成为国
际社会的共识。本文就如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进行
探讨，提出了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具体观点，以
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新要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生态环境；环境保护；管理措施

当前，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以能源开发、交通运输等
内容为主的项目建设发展势头突飞猛进，这些项目在拉动地
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一些地区、尤其是一些生态环境比



较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带来了挑战。

那么，按照我国提出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解决环境保护问题，
努力促进环境与经济的高度融合，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
促进的发展道路，实现环境保护工作历史性转变的工作要求，
有效地加强对项目建设单位的监督与管理，建立完善科学的
生态环境保护监管体系，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大意义。

生态环境保护是人类面临的一大问题，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
使，环境保护让位于发展经济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环境问
题的日益加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已经刻不容缓。我国
已经把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对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
可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人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和生态环境息
息相关，因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首先要进行全民教育，
增强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光靠国家
和政策的支持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人民的共同参与，国家
和政府应该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培养全民生态意识，建立生
态城市、生态学校、生态社区、生态企业等。

不但要对全民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增强人民的环境保
护意识，还应该加强对人们生态环境保护的专业教育和基础
教育，普及环境保护知识，让人们知识保护环境的方法，从
而在生产生活中提高自身约束力，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生产
观、价值观，积极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建设中来。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应该从管理机制入手，完善管理机制，
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有章可循，落实环境污染责任制，坚
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把环境保护落
实到地区或者部门之间，避免出现环境问题相互推卸责任，
找不到负责人的情况出现。



要建立全面系统的监管体系，国家监管地方，地方监管企业
和单位、企业单位监管自身，对自己的生产活动负责，国家
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环境保护法执行力度进行
监察，督促地方政府或部门重视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并且时
刻紧抓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不放松，履行政府职能。

地方政府需要对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负责，在保护生态环境的
基础上，落实对污染的治理和防治。企业和单位应该解决好
自身生产经营带来的环境问题，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

各地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工作
的资金支持，逐年提高和增加资金投入额度，以便购置各类
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工作专业工具，提升监管工作能力。生态
环境保护监管部门则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拔千斤”的作用，
最大程度地降低工作成本，本着“勤俭节约、少花钱、多办
事”的原则，高效使用资金，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监管工作
最需要的环节，提高监管工作效能。

政府应该在政策上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在资金上给予
一定的支持。政府应该加大政策的推动力度，运用一些经济
手段促进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政府要加
大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把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列为政府
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
环境保护监管的等项目的支出，按照周边城市的投入比例，
增加财政预算。引导社会资金的参与，鼓励民间投入，扩大
环境保护的`投资渠道，鼓励各类所有制经济投资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融资体系。

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大多数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
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都不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从而在发展过
程中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不是对立的，如果处理得当，两者是可
以协调发展的，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工作中，要坚持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原则，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共
同发展。

要重视生态指标的考核，适当的弱化经济指标，在保证经济
增加的同时，要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坚持
规范领先，实现保护生态建设到发展生态经济的飞跃，用最
低的生态资源和最小的生态破坏来换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构
建完整的生态经济体系，促进生态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
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有效手
段，因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应该大
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创新生态科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研究生态节能和环保技术，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利
用，缓解资源短缺的压力。

国家应该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建设，实施环保科研项
目，并把重大的环保科研项目列入国家科技计划，加大对环
保科技的研究和资金投入，加快开发和推广节能技术和循环
利用、减少污染的技术。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人员的素质，
加强培训，加强环保管理人员的队伍建设。

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必须构建完备的环境管理体系。充分
发挥环保部门综合协调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环
境保护工作，确保国家环境保护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是完
备的环境管理体系的基本特征。

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环保部门综合管理、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环境管理体系。

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和问责制，真正把地方政府对
环境质量负责落到实处。



要加强环境综合管理，积极探索大部门环境管理体制，团结
和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形成环保工作合力。

要加快建设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和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
体系，努力提高环境管理信息化、现代化水平，建成科学、
高效的决策支持系统。

要加强环保组织管理体系建设，推进管理机构向基层延伸，
强化地方环保部门的基础能力，形成政令畅通、高效有力的
决策执行系统。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作，不仅需要国家政
策的支持和政府资金的投入，还需要全社会人民的共同努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应
该承担的历史责任，为下一代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保工作总结报告篇八

地球上生存着种类繁多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它们和地球
上的.大气、水以及土壤共同组成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而在
这个生态系统中，又有无数个小生态系统，它们经过亿万年
的演化，达到了稳定的平衡状态，这就是生态平衡。

而生态、科学和家园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生态支起了
我们这个科学家园。

好景不长，如今，树木大量被砍伐，大地那一头美丽的头发
开始稀稀疏疏起来，开始不再显得有朝气了。人们总去写出
各种各样文章进行呼吁，可树木数量的锐减仍让我对这些难
以置信。现在，森林苟延残喘，形容枯槁，再也不绿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科技发达了，五花八门的物品也随之而来。一次性筷子、纸
张、木制品……这些都是人类对树木的侵犯。一次性筷子最为
“肆虐猖獗”。据统计，认为一次性筷子卫生、安全的人
占51.1%；认为一次性筷子比较方便的人占33.0%；认为不得
不用的人占15.9%。这些一次性筷子真的可以相信吗？第一，
在农村的一些小餐馆里（甚至在城镇的小餐馆），人们常常
看到油腻不堪的可乐瓶制成的简易筷筒里，密密麻麻插满了
一次性筷子，其中不少筷子已经没有了包装袋或封口敞开。
接受无数双挑剔的手的触摸，这就是一些小吃店里的一次性
筷子的环境，这样的筷子还是卫生筷吗？第二，业内人士表
示，目前有关部门对于一次性筷子的生产要求很高，生产企
业要达一定规模，原料有特殊标准，消毒工序方面必须执行
国家标准。但业内人士透露，现在市场上的一次性木质筷子
在生产时，卫生指标实在难以达标，有时生产厂家甚至根本
就是没有消毒设备，经过消毒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
月，夏季为3个月，一旦过了保质期，一次性筷子往往会带有
黄色葡萄菌、大肠杆菌及肝炎病毒，这样的筷子是卫生筷吗？
第三，一些不法生产者为给筷子“美容”，在生产过程中要
经过硫磺蒸熏，熏不白的就用双氧水和硫酸钠浸泡，漂白，
还有的用滑石粉抛光，包装上“高温消毒”纯粹只是心理安
慰，“整容”的卫生筷有三大危害：1、损害呼吸功能。2、
损害消化功能。3、病菌感染。试问，这样的“卫生筷”您还
敢使用吗？在厦门科技馆，有一棵十分著名的“筷子树”。
它警示着人们：

就是因为人类贪婪的欲望。是这无知的欲望让我们后悔！

保护环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