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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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
怎么写总结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
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林业局工作人员工作总结篇一

2020年以来，我们按照“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总体要求，
结合退耕还林、木本油料，陡坡地治理、低效林改造、木本
油料提质增效、经济林种植等项目，按照一村一品的工作思
路，认真开展林业产业建设，不断夯实脱贫攻坚的产业基础。

(一)木本油料产业得到巩固。五年来我们以木本油料基地建
设、退耕还林、陡坡地治理项目为依托，新植木本油料面
积24.71万亩、其中新植澳洲坚果面积23.11万亩、新植核
桃1.6万亩，目前，我区共种植核桃96万亩，坚果25万亩，核
桃挂果面积67.5万亩，产量19650吨，产值39300万元，坚果
挂果面积1.2万亩、产量86.5吨、产值216.25万元。在做好发
展新植木本油料，不断增加面积的同时，我们还认真做好原
有木本油料产业的管护工作，依托低效林改造、木本油料提
质增效等项目对4万亩核桃、2万亩坚果进行了抚育管护，通
过涂白、修剪、施肥、打药、薅铲等技术手段的运用，提升
核桃和澳洲坚果的产量和品质，不断提高农户种植木本油料
的收入。

(二)水果产业正在兴起。结合退耕还林和经济林项目的实施，
三年来我们依据我区各乡(镇、街道)、各村的气候条件和海
拔条件进行水果种植，共完成冬桃种植4285亩、橘子种



植1566亩、大杨梅种植1807亩、雪梨种植2534亩，车厘子种
植5617亩，甜樱桃种植939亩，香橼种植7330亩，这些产业的
发展，作为木本油料产业的补充，增加了我区林业产业的多
元化，同样奠定了我区脱贫攻坚的基础。

(三)大树蔬菜产业方兴未艾。大树蔬菜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
产业，能充分体现我区的自然优势，服务群众增收致富，五
年来，我们共种植火镰菜8650亩、树头菜3560亩，目前，我
区火镰菜面积10650亩、树头菜面积4060亩，采摘面积火镰
菜2000亩、树头菜500亩，产值750万元，大树蔬菜已经成为
我区群众增收致富的一个渠道。

林业局工作人员工作总结篇二

(一)认真做好2020年下达，2020年实施的退耕还林的项目检
查验收工作，指导乡(镇、街道)做好内业，力争退耕还林资
金尽早兑付到群众手中，同时认真做好2020年实施的新一轮
退耕还林第二批兑现群众补助的工作。

(二)认真做好群众木本油料管护技术的培训工作。一是做好
核桃、澳洲坚果的管护，针对部分群众对于核桃和坚果的修
剪认识还不够到位，有舍不得修剪的情况，我们计划打造几
个的抚育管护示范点，通过示范带动改变群众的观念;二是根
据市林业局的安排，对全区96万亩核桃进行抚育管护全覆盖，
同时对适合抚育的坚果进行抚育管护。

(三)做好水果栽种和管护技术培训。各类水果的栽种和管护，
对我们和群众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计划通过请专家培
训的方式，对林业局干部、林业站干部和群众进行水果种植
管护的培训，力求我们的水果产业有一个好的起点。

(四)继续做好各项生态扶贫资金的兑付工作。继续做好天然
林停伐、公益林补偿、生态护林员选聘、退耕还林、太阳能、
节柴灶发放等项目的实施，力求生态补偿持续为脱贫攻坚服



务，不断增加群众收入。

(五)加强对林农专业合作社的指导，通过合作社更好的组织
群众提升林业产业。一是组织好合作社负责人的培训和座谈，
帮助合作社进一步完善相关章程;二是指导合作社加强对社员
的管理，特别是对产品的质量管理;三是项目向合作社倾斜，
将部分项目交由合作社实施;四是加强招商引资力度，为企业
与合作社牵线搭桥，形成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良好模式。

(六)继续做好生态扶贫档案工作。不断更新完善我局的扶贫
档案，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不断更新生态扶贫大数据平台，
力求生态扶贫成果能迅速、全面、完整的展现。

林业局工作人员工作总结篇三

存在问题：一是经费还没有落实，目前的经费只是林业局在
少量行政经费中自筹，争取进入财政预算，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二是全面的护林制度开展，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护林员
到岗到位、护林员的巡查制度的确立、督导员的督导记录等
还要进一步完善，三是林长制实施成果的检查还要进行认真
地工作，今年恰逢松材线虫病暴发，全市森林资源的损耗量
极大，森林资源管理、森林资源培育面临全新的挑战，林长
制实施的成果的检验标准就是森林资源保有量的检验标准，
这方面我们依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完善。

下半年工作计划：一是要继续完善林长制制度建设，尽快出
台林长制考核管理办法。不归类于形式，看实际;不筹统于面
上，看疏漏;不强调于统一，看特色，今年我市还要继续加强
林长制的组织体系完善、尽快出台林长制考核管理办法、各
项制度完善和工作实绩考核完善，再加强、再努力，确
保2020年形成稳健的林长制管理体系。二是努力解决林长制
工作经费问题，尤其是护林人员经费问题，在整合各项管护
经费的同时，争取财政解决，解决后顾之忧。三是加强培训。
计划进行监督督导培训班、护林员培训班，不仅仅只是进行



班内培训，还要进行班外培训、实地培训、操作过程培训，
努力规范和提升管护队伍工作水平和成效。

林业局工作人员工作总结篇四

持续对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今年上半
年，共查处林政案件20起(其中非法处置疫木案7起，破坏湿
地案6起，失火案5起，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案及滥伐林木案各1
起)，共处理22人，罚款34.8万元。有效的震慑了违法犯罪分
子，维护了林区、湖区安全稳定，保护了森林资源。

(2)修复湿地生态，加强湿地和候鸟保护

一是湿地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有序开展。去冬今春林业局多
次开展野生动植物及越冬候鸟和湿地保护专项行动和宣传教
育活动。联合xx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市森林公安一道针对性
地对全市的餐饮业及农贸市场进行了多次暗访，未发现一起
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案件。在沿山沿湖各乡、镇、处主要街
道、集市、学校、车站等地悬挂了醒目的横幅宣传标语，同
时组成宣传小分队利用宣传车深入乡、村分发了4万余份宣传
单。活动期间我市共清除天网千余米，平退非法围湖和占用
湿地近十亩，拯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0余只，出动警力、人
员300人次，出动车辆50余台次。同时聘请专职护鸟员，对我
市的湖岸线进行全天候监控，市电视台对我们所开展的每项
工作都进行了现场采访和跟踪报道。通过这些宣传教育活动，
进一步促进了我市广大人民群众爱护野生动物、保护湿地生
态的积极性。今年1月份，对我市野生动物驯养户进行一次全
面的清查，对台账登记制度、种源的合法途径和疫源疫病监
测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了我市野生动物能够休养生息和资源
的稳定增长。

二是中央财政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生态补偿项目建设顺利推
进。2020-2020年我市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农田补偿资金已全
面完成，所有资金通过农户“一卡通”账户全部足额发放到



了农户手中。2020年补偿表已公示完毕，资金正在发放。补
偿范围覆盖4乡13个行政村48个自然村，受益15370人。2020
年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社区生态修复项目已全部完
成;2020、2020年蓼南乡、蛟塘镇、沙湖山管理处三乡项目已
完成;2020年池塘改造项目已完成清淤。

(3)加强病虫害防治，保护森林生态安全

一是打响松材线虫病“xx保卫战”。松材线虫病疫木清理“百
日攻坚”战后，我市迅速行动，市政府常务会研究了除治方
案，按照方案职责分工，各地迅速开展除治工作，增添措施
落实各项防控任务，特别是疫木清理和处置工作得到快速推
进。指挥部办公室将全市松材线虫病除治防控图进行挂图指
挥作战，各地倒排时间表，克服恶劣天气，采取天晴大干，
小雨当晴天干的形式，抢抓时间，在三月底完成松材线虫病
除治工作，疫木清理率为100%，合格率100%。4-5月松材线虫
病通过国家、省、市验收。另外，对秀峰、太乙村、三叠泉、
观音桥景区7034株松树进行打孔注药，3-4月释放天敌花绒寄
甲20万头。

二是开展越冬代松毛虫防治。根据春防工作安排，4月在都昌
购置3500个白僵菌高效粉炮，通过第三方聘请施药工人在白
鹿镇、温泉镇、华林镇常发区进行防治，经检查验收，防治
效果较好。

三是开展银杏大蚕蛾的防治。四月份，购置一吨噻虫啉对三
叠泉、太乙村、秀峰、温泉桃花源景区大量发生的银杏大蚕
蛾病虫害进行防治，效果明显。

四是开展森林植物检疫。六月上旬，对今年的育苗地进行了
产地检疫，检疫面积1300亩。

五是开展检疫执法工作。为防止松材线虫病的扩散和蔓延，
森林公安、执法大队、林检站先后多次组织行动进行专项治



理，共查获非法加工，非法调运7起，通过执法，有力打击了
偷运疫木的猖獗之势。

(4)压实防火责任，确保森林防火安全

今年上半年全市森林防火工作主要是以狠抓责任落实，强化
宣传教育，严控野外火源，森林火险隐患排查，强化应急响
应，严格责任追究，确保了xx自然保护区等重要区域的森林
防火安全。一是防火责任体系进一步健全。我市森林防火实
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市森林防火指挥长由市政府市长担任，
各乡(镇)森林防火指挥长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市、乡层层
下达《年度森林防火责任书》，全面落实政府主要领导为第
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主要责任人，林业局局长为具体责任
人。实行了市领导班子成员分片包干，市指挥部成员单位划
分责任区，市直(驻市)责任单位包村、乡镇干部包山头、坟
头、村干部包组、组长包户、学校包学生等责任制，切实将
山头地块落实到具体责任人。二是营造深厚的宣传教育氛围。
宣传教育始终贯穿于整个半年度森林防火工作全过程。市指
挥部以“森林防火宣传月”和“森林防火平安市县创建活
动”为契机，大力营造森林防火氛围。三是加强野外火源管
控。为加强野外火源管理，严格落实“七个不准”，全面停
止炼山等特殊用火的审批，所有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开展野外用火。同时对存在问题下达整改通知，限期整改。
对一切存在火灾隐患、防火难度大的地方，集中组织人员进
行一次地毯式的排查。另外，天晴期间或高火险天气时，市、
乡、村干部坚持下到基层或责任区进行督查，严管野外火源。
四是落实应急响应措施。各级防火组织坚持24小时值班和领
导带班，对每个热点均由乡镇副科级以上领导到现场核查，1
小时内将核查结果上报市防火办。为加强应急响应机制，市
防火办已拟修订《xx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xx市森林防火行
政首长负责制实施办法》、《xx市森林防火领导责任追究实施办
法》，送审稿已提交市政府申请通过。市指挥部成员单位市
民政局针对今年清明节期间专门印发《关于确实做好2020年



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紧急通知》、《2020年清明节期间森林
防火应急预案》，确保群众祭扫活动安全、文明、和谐、有
序。市指挥部针对春节、全国“两会”、清明节等重要时段
制定专门应急预案，以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

林业局工作人员工作总结篇五

（一）稳妥有序开展农村“两权”改革试点，积极推动林权
抵押贷款。

一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的集体林地面积240.94万亩；
（其中：确权到村的林地面积234.42万亩，确权到户的自留
山面积6.52万亩；集体商品林面积48.5354万亩，林权改革涉
及21个乡镇、145个村。2020-2020年度共办理林权流转23起，
流转面积9.87万亩，流转金额1501.92万元，流转用于生态旅
游的林地面积8.52万亩，用于林下种养殖业的林地面积1.35
万亩。其中2020年流转集体林地2起，流转面积2500亩，1500
亩用于实施岷江河两岸干旱河谷地带植被修复项目，1000亩
由建卡贫困户流转用于林下种植中药材。二是林权抵押贷款。
在2020年州上要求在汶川进行试点工作，目前，未接到开展
此项工作的通知。

（二）启动林权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完善林权管理服务机构
建设。

一是林权数据管理系统建设在2020年启动于2020年建设完成，
目前全面进入使用阶段；二是成立机构、规范林权流转制度。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启动后，成立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办
公室，负责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日常工作及林改后的后续政
策落实。保证了林改工作有序、稳步、全面、持续开展和全
面完成了林改工作任务；三是林权管理严格规范。我县认真
贯彻执行《省集体林权流转管理办法》的同时，在不改变林
地所有权及林地用途的前提下，按照“依法、自愿、有偿”
的原则规范了我县林权流转程序和经营利用的相关规定；充



分体现“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的集体林
业产权制度，调动广大群众利用林地资源发展林下产业，释
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活力，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
增收，实现资源增长、生态良好、林区和谐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