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化肥年终总结个人 化肥网点推广工
作总结合集(优秀5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那关于总结格
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化肥年终总结个人篇一

##研究所是科技局下属的科研事业单位，我所有高级工程师2
名，工程师7名，助理级技术人员5名。大专以上学历占90%以
上。全体人员具有很强的团结合作精神，曾取得了多项省市
科技进步奖。

多功能环保专用电源是市级工业科技攻关开发类计划项目，
项目立项后，在科技局工业科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我所投
入了所有可利用的力量，按照计划合同书中的各项要求，认
真地开展科研开发，并且在延长的开发时间内，做了比计划
合同书中的指标更加全面的实验和开发，使项目的技术性能
更趋完善，多功能电源的综合集成效果更加明显，现已全面
完成了研制开发工作，提请科技局工业科验收。

二、工作成绩

多功能环保专用电源项目的总投资5万元，其中科技局项目拨
款5万元。获得立项批准后我所组织全体科研人员，对项目进
行了全力攻关，在立项前已进行过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依照
计划合同书上要求的各项性能指标，组织了项目开发实施。
在项目负责人总负责的前提下，分设了电子控制开发组和综
合集成应用开发组。各小组长对本组所承担的项目部分全面



负责，包括人员调配，所涉及部分的资金使用，对本组成员
的奖惩等。这样的组织实施方案，充分的调动了所有开发人
员的积极性，使项目的开发进程明显加快。

深入的开发，使项目的开发得到了全面完善。增加了野外应
用、应急维修等多种应用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项目共形成两种技术及可实现生产的产品，这些技术或产品
技术性能优良，质量稳定，即可以单独应用生产又可以将两
种技术组合起来生产。

三、技术成果

增加的野外用或维修用直流稳压电源具有以下性能特点：

1、直流稳压电源输出：+12v，最大提供电流4a;

2、直流稳压电源输出：+5v，最大提供电流1a;

3、直流稳压电源输出：-12v，最大提供电流;

化肥年终总结个人篇二

1.餐饮油烟专项治理。20xx年5月起，由县城管局牵头，在县
城建成区开展为期2月的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和露天烧烤专项整
治。历时3个月，至20xx年8月底，县城区332家餐饮服务单位
和烧烤店已全部完成整治。并顺利通过验收。

2.露天禁烧督查。我局重点加强对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以
及周边乡镇等露天焚烧落叶、杂草、垃圾行为的巡查，发现
一起处理一起。从20xx年7月起，截至目前，共发现并处理
近10起露天焚烧落叶、垃圾的行为。

3.坚持扬尘治理。从20xx年10月起，根据大气污染应急预案



要求，我局洒水车坚持对县城区主要街道进行全天候不间断
的冲洗，人休息车不休息，全面提升主次道路保洁水平。

为有效治理农村面源污染，按照农村生活垃圾“户分类、村
收集、镇（乡）转运、县处理”模式，由县城管局牵头指导
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采购后压式垃圾运输车1辆、转运站配套转运车1辆、箱体可
卸式垃圾收集车12辆。目前，全县27个乡镇生活垃圾全部运
往乐山垃圾场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20xx年和20xx年，县城
管局争取省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资金共计440万元，深入
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对我县研城镇宋高山村、周坡镇周
坡村等45个行政村的垃圾收集设备设施进行了再完善。20xx年，
按省、市、县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方案，计划分
两批在我县周坡等乡镇修建垃圾压缩转运站。20xx年，由县城
管局牵头，投资约1500万元，建成周坡、竹园、马踏和研经
等4座乡镇垃圾压缩转运站，并于20xx年投入运行。

化肥年终总结个人篇三

河南聚泰禽业有限公司是鹤壁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创建于20xx年，法人代表为张巧云，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过
几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集种鸭饲养、孵化、饲料加工、苗
雏销售、屠宰加工、熟制品生产销售等为一体的跨两市三区
一县的大型畜牧养殖加工企业。

一年来在市、区质监局的指导帮助下，公司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深入宣传、广泛动员、发动群众、周密部署，精心组织、
狠抓落实确保创建工作顺利进行。

目前，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创建农业标准化工作已完成并取
得明显成效，很受群众欢迎，现将我公司开展创建农业标准
化工作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做法农业标准化建设项目工作总结。

（一）成立组织，加强对创建工作的领导

创建农业标准化示范乡镇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工作
量大，既要政府组织又要群众参加，需要有关部门配合；又
要各村委的支持，为了保证项目进展顺利，成立了有主要领
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同时成立了以主管镇长刘统军为组长，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梁军为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各管理
区区长为成员的示范项目领导小组。为了项目进展迅速，聘
请农业专家董树贵担任技术顾问，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梁彦生
为组长，抽调技术骨干为成员，组织技术工作组，加强了对
创建工作的领导和技术指导，印发了大来店镇农业标准化示
范乡镇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把推广农业标准化纳入全镇经济
发展规划，按排了专项资金和专用交通工具。

（二）深入宣传广泛动员群众

五是制作标牌，宣传扩大影响，使农业标准化在群众中生根
开花，使一个陌生的概念变成家喻户晓的话题。

（三）完善体系，狠抓服务，推进农业标准化进程

技术推广是创建示范镇的关键，为了搞好技术推广，大来店
镇党委、政府采取积极，组建三个体系，抓好四项服务。

三个体系是：标准化体系、示范推广体系、监测体系。

1、标准体系：收集省市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90多
项，发布农业地方技术规范15余项，管理标准工作标准20多
项，从选种经过各种生产环节到收获包装都做了明确规定，
使广大群众做有标准、干有尺度，为创建工作打下了良好基
础。



2、建立三级推广体系：以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为重点，结合技
术工作组负责对各村及经济组织的技术员进行培训、指导、
指导、管理。村技术员负责对科技重点户、科技示范户、种
子户的指导培训。科技重点户和科技示范户在起带着作用的
同时，带动周边农户特别是带动本村村民小组的农户，形成
三级推广体系。定期组织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进行现场观摩、
经验交流等活动，搞好一个点带动一大片的典型辐射作用。

3、建立监测体系：充分发挥农技、工商、种子、植保等部门
的作用，与区质监局一道对上市农资、农肥、农药及农产品
进行检测，发现不符合安全质量标准的依法处理。目前，依
据标准对小麦、蔬菜、山药检测150多次。

四项服务是：技术服务、环境服务、生产资料服务、产后销
售服务。

1、技术服务：建立农村技术队伍，配备专职农业技术员，全
镇现有技术员40名，搞好技术培训。根据标准化生产的要求，
镇政府将请农业专家长年做技术顾问，举办技术培训班，邀
请专家、教授、农艺师到镇讲课，坚持分类、分作物、分行
业进行指示的原则，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农户、不同地质特
点、不同种植习惯、不同作物对农民进行分类培训，充分发
挥他们种植优势和潜力。为了加快农业标准化进程，增强农
户致富本领，分用物编印6000多份资料免费发放给农民，还
多次购进有关技术资料发放给农民。

2、环境服务：镇党委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环境的治理力度，严
禁工业“三废”乱排乱放，加大对不符合标准要求农资的查
处力度；严禁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剧毒、高残留农药和不合格
化肥，确保无公害生产的环境条件。

化肥年终总结个人篇四

根据项目要求，澄城县旱作农业项目采用整乡整村整建制推



进法，建立高标准示范田万亩示范片4个、百亩核心攻关田4
个。实施区域在刘卓村、翟家庄村、岭头村、水洼村、李家
洼村、路井村、店头村、徐卓村、吉安城村等共4个乡镇46个
行政村实施澄城县旱作农业科技推广项目，面积共4万亩，百
亩核心攻关田面积499亩。

9月5日——9月6日，澄城县农业局组织专家对澄城县旱作农
业项目进行了产量自测，测得万亩示范片王庄镇平均亩产802、
6公斤，冯原镇平均亩产786、2公斤，安里乡平均亩产700、7
公斤，赵庄镇平均亩产670、5公斤；测得百亩核心攻关田王
庄平均亩产992、2公斤，赵庄平均亩产912公斤，冯原平均亩
产890、6公斤，安里平均亩产813、0公斤。

二、主要工作做法

1、健全工作体系，建立长效农技推广机制。一是澄城县组建
了以主管农业县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县农业局
局长为旱作农业项目工作责任人；二是成立了以农技中心主
任为组长的技术专家组，并聘任一位首席专家为旱作农业项
目技术负责人；三是明确人员，落实责任，抽调业务骨干36
名，按专业特长进行优化组合并分为四组，实行主要领导全
面抓、分管领导包点具体抓，技术干部深入村组到户抓的三
级包抓责任体系；四是奖罚分明，建立了中心与指导员、中
心与合作社、合作社与机具手的三重绩效考评激励体系，实
行了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与奖惩考核机制；五是强化廉
政建设，在项目实施初期与各小组组长签订“一岗双责”目
标责任书，进一步完善了项目物资的监管，保障了项目的顺
利实施。

2、提早动手，超前规划。我们于xx年12月份，提出了我县xx
年旱作农业科技推广项目的实施方案，并以县财政局、县农
业局澄政财字〔xx〕4号文件，于xx年元月14日将项目实施方案
上报市财政局和市农业局。农业系统抽调了50名技术干部，
利用冬闲时节，进村入户，深入项目区46个村，开展旱作农



业项目各项实用增产技术的培训，并采用挂图、制作电视宣
传片、专家讲座、高产典型户现身说法、印发技术明白纸等
多种方式，强化培训效果，使项目区的群众都能够了解和掌
握旱作农业项目的相关增产技术。在4月7日召开了全县病虫
害防治紧急会议，专题安排了旱作农业项目，要求相关乡镇
立即行动，趁墒覆膜。

3、依托合作社，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我们继续依托
在项目区成立的4个粮食农民专业合作社和12个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带动，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
来，并为群众提供优质可靠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技术及物
资服务。

4、研究改进播种机械，减少群众劳动强度。为了探索膜侧种
植的科学方法，减少播种后未出苗时因下雨而形成的土壤板
结、导致出苗不齐及群众费工等不利因素对项目实施的影响，
我们从去年通过多次调研，和厂家共同研究、改进播种机械，
提前定购了30台膜侧施肥、起垄、播种一次完成的玉米单粒
点播机，既减少了群众的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关键技术的到
位率。目前，群众对播种机满意度很高，纷纷称赞这是几年
来最好的地膜玉米播种机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坚持专款
专用，强化物化补贴，对地膜、种子生产企业实行公开招标，
确保物资价位合理、质量保证，提高资金使用效力。

5、建立试验基地，持续推进旱作农业项目技术创新。今年我
们在冯原农场设立了旱作农业科技推广项目百亩试验园，开
展降解膜、品种比较、播期、密度、肥效对比等多个试验，
以探索新的技术模式，集成新的高产技术，选择适宜我们澄
城的最优品种、最佳播期、最合适的密度和最环保的地膜，
持续推进旱作农业项目的技术创新。

在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市农技中心赵晓进主任、贾凯峰科
长、杨冬梅站长、郝延新副站长等多位领导先后的多次来澄
指导旱作农业工作；5月3日，陕西省农业厅厅长白宜勤、渭



南市副市长吴蟒成、渭南市农业局局长张金荣、澄城县人民
政府县长薛楠、县委副书记宋晓彤等一行，来到澄城县旱作
农业项目地膜玉米播种现场，白宜勤厅长对澄城县抗旱促春
播，特别是扎实推进旱作农业项目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认为澄城县在推进机械化、改膜上播种为膜侧播种、促进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推进旱作技术，宽展行的播种等方面都
做了有益的探索；5月下旬，县委郭永锋书记、专程察看了我
们的旱作农业项目各类示范田，并就残膜揭拾工作长效机制
的建立做了重要指示；8月22日，省农业厅巡视员李强庆、省
农技站站长赵建兴、省土肥站站长李思训、省农技中心副主
任王荣成来澄城检查指导旱作农业项目。9月4号，县政协主
席杨建屯专程调研了旱作农业项目。

7、残膜揭拾，清洁环保。为了达到既充分发挥地膜的提温和
保墒作用，又减少白色污染，减少地膜对土地造成的危害，
我们在去年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集中残膜揭拾的基础上，
今年在项目区加大对农民残膜回收的补贴力度，对核心示范
项目区揭拾残膜每亩补助10元，调动群众揭拾残膜的自觉性，
并鼓励发展残膜深加工，以减少农业的污染源，促进农业的
清洁环保生产，推动旱作农业项目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创新、集成主要技术措施

（一）落实“六项”关键技术。示范田严格按照“优良品种、
地膜覆盖、测土配肥、宽窄行播种、合理密植、病虫草无公
害防治”六项关键技术要领实施。主导品种选用北京德农种
业生产的郑单958包衣良种，采用了（40+70）厘米的宽窄行
种植，进行了株距24—27厘米的定穴播种。

（二）集中播期。抢抓有效降雨和墒情，对示范区采取逐户
逐田块统一进行耕种。实现了集约化规范种植，示范田出苗
整齐一致，长势喜人，从出苗、长势到产量明显优于大田。

（三）统一地膜覆盖。地膜选用厚度为0、005-0、007毫米、



宽度为70厘米的地膜，今年采用白色地膜、黑色地膜、黑白
膜3种覆膜模式，各个示范方特点各异，互为补充，为大面积
推广成熟的实用增产技术发挥了导向作用。

（四）统一配方施肥。选用了玉米配方控释肥，根据目标产
量，结合地力状况，施肥标准为：基肥亩施入农家
肥3000—5000公斤、尿素10公斤、二铵17、5公斤、硫酸钾7、
5公斤（或玉米配方肥40—50公斤），锌肥1—1、5公斤，拔
节期和大喇叭口期根据墒情分次追施尿素7—8公斤和5—7公
斤。

（五）统一耕种。由合作社组织，对机具手进行统一培训，
统一规程，并进行实习演练，实行统一耕种。做到了整地、
覆膜、施肥、播种流水线作业，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保证
了技术应用到位率。

（六）加强田间管理。一是注重抓好间苗与定苗，郑单958亩
留苗量为4500株—5000株，榆单9号亩留苗量为4000—4500株；
二是注重抓好行间中耕除草，减少水分蒸发，提高保墒效果；
三是统一病虫草无公害防治，组织人力，在王庄镇岭头村开
展玉米金龟子统防统治。针对今年部分田块玉米病毒病发生
的实际，在王庄镇柳泉村组织了玉米病毒病的统防统治现场
会，并在电视台进行了报道。全年在项目区累计发放技术明
白纸8000余份，指导乡镇召开一喷三防现场会23场，悬挂横
幅62条，开展电视讲座8次。四是适时晚收。

四、资金使用情况

澄城县xx年旱作项目计划国家投资300万元，争取了旱作农业
项目后续奖励资金100万元，整合其它项目资金26、1万元，
资金已全部到位，共完成投资421、6万元。主要用于以下几
方面补贴：地膜补贴支出180万元，良种补贴支出196万元，
农机具补贴6万元，核心示范方机耕费补贴18万元，肥料补
贴1、6万元，农民培训费7万元，技术员交通、用餐补助10万



元，现场观摩、媒体宣传、资料3万元。

五、工作经验与体会

回顾总结今年的工作，有这么“二个新”：在旱作农业项目
实施中，我们加大了研究机具改进的力度，实现了膜侧单粒
点播、施肥、播种的一次到位，既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也为后期的残膜揭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我们在几个
点设置了白膜、黑白膜和全黑膜三个模式，将试验的成效搬
到了大田中，进一步增加了示范的广度，也为膜揭拾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全面地回顾今年的工作，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由于
长期干旱和机械的短缺，旱作农业项目从规模上不尽理想。
明年，我们将继续努力研究改进机具，加大机具的补助力度，
扩大旱作农业项目的规模，为旱作地区群众的致富增收做出
我们应有的贡献。

化肥年终总结个人篇五

今年商会为一些经营规模较小的眼镜店，也成功的申办了生
产许可证。特别是今年工商部门对隐形眼镜市场进行检查时，
商会在得到信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和检查人员进行
协商，并及时和上一级工商管理部门负责人取得联系，争取
了宝贵的延缓查处期限，商会在短短的半天时间内通知了全
体会员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整改，避免了损失服务了会员，
商会以后的工作中还将继续努力，为维护会员各方面的权利
尽心尽力。

今年商会还联系和联合劳动和技术监督部门，邀请省内知名
的视光学专家为会员授课，通过理论和技术的考核后，所有
会员都获得了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受到了会员的热烈欢迎。
因为我们知道商会生命力在于活动，活动的内容在于服务，
商会只有在坚持“服务立会”的宗旨下，才能永保青春。



20xx年眼镜商会将围绕继续抓好三个主题日即3、15消费者权
益保护日、6、6全国爱眼日和9月10日的教师节活动在提高从
业人员自身素质，扩大商会社会影响，健全建立协调机制上
开展工作。

一个行业只有所有从业人员的素质提高，才能提高整个行业
的威望，做好会员的培训工作，邀请视光学专家为会员授课，
提高眼镜从业人员的业务技能是我们商会今年急需做的工作。

二是在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方面，我们将邀请技术监督、药
监、工商、劳动等相关部门就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等方面进
行一系列的培训，商会也将进一步加强和这些部门建立良好
的关系，在次基础上建立健全一个成熟的协调机制。

三是继续发展新会员，提高他们对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认
识，加强会员间交流，积极的鼓励他们参加商会的各项活动，
加深对商会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自觉的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
献。

四是扩大对外交流活动，商会计划组织会员赴外地参加眼镜
行业展示会，到外地组织学习和交流，拓展会员的视野，为
我市眼镜行业能和国内外同行业保持同步发展，做出应有的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