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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那关于总结
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
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总结篇一

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主题是“人工耳蜗——重建听的希
望”。为了使辖区居民增强爱耳护耳意识，正确选择和使用
助听器，让助残扶弱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形成社会风尚，
我们在全街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一、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使广大居民提高爱耳、护耳意识。

在爱耳日活动中，我们在辖区内四个社区进行了深入的宣传
活动，四个社区分别在社区的宣传板上出了以爱耳日活动为
主要内容的板报，宣传保护听力健康的科学知识，倡导爱耳、
护耳、健康成长的理念。

二、举办知识讲座，为居民进行听力健康咨询。

为了使此次活动办的更好，我们特聘请了市医院耳科专家，
为居民讲解如何爱护耳朵，通过学习居民们懂得了更多的健
康知识。

在雷锋社区进行“珍爱听力，爱护耳朵——听力健康讲座”，
共有40余名居民前来听课，使居民受到一次保健知识教育，
掌握了一些爱耳、护耳的小常识，例如:如何保护耳朵(减少
噪音)及用耳卫生。以及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助听器等一系列



与耳朵相关的小知识。讲座结束之后，雷锋社区医疗服务站
的大夫又为居民们免费进行听力健康咨询，并为他们检测听
力，受到了居民的热烈欢迎。

三、阅读科普知识，增强防治意识。

在活动期间，各社区的图书阅览室免费向社区居民开放，提
供保护耳朵的相关保健书籍共20余册，供居民们阅读，同时
雷锋社区的红色网吧也免费为居民提供上网查询相关保健知
识，增强了居民对听力损伤的防治及康复知识。

四、为残疾人办好事实事。

在爱耳日活动期间，景阳、红旗、雷锋、旺达社区医疗服务
站还在社区区内开展了新生儿听力筛查工作，对聋儿做到早
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对社区内的家长也进行了详细的爱
耳普及说明，例如: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孩子们的耳朵，
让家长和幼儿互相渗透教育，让孩子们也在日常生活中互相
监督，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小耳朵等说明。

旺达社区组织了社区志愿者到聋哑人刘有家中进行志愿服务，
帮助其打扫室内外卫生，清洗衣物，买米买面等，受到大家
的一致好评。

通过此次爱耳日的宣传活动，普及了保护听力健康的科学知
识，加强了辖区内居民对听力损伤与耳聋的防治与康复，推
动了扶残助残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爱耳
护耳的意识，预防听力残疾，提高人口素质!

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总结篇二

20__年6月6日是第__届全国爱眼日，为了广大青少年的视力
不受损害，__初级中学团委响应上级号召，开展爱眼日的宣
传和教育工作。现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分工，落实任务。

在爱眼日宣传和教育中，我校团委成立了爱眼日工作领导小
组，由校长负总责，学校团委具体负责宣传和教育工作，各
班班主任及团支部具体领导班级宣传和教育，体育教师负责
做好眼保健操的指导和管理。

二、加强了爱眼日的宣传和教育建设。

我们利用学校《晨星》广播、班报、橱窗、黑板报、手抄报
等宣传阵地，加强爱眼日材料的学习和宣传。具体工作主要
有：由学校悬挂“预防青少年近视，从一滴一点做起”的宣
传条幅，学校还利用校园网进行公告，以做好校园眼睛保护
的氛围;同时学校团委在学校校报和班报中进行具体宣传，教
育学生如何保护视力，预防眼睛疾病;同时班级开展以“爱护
眼睛，保护视力”为主题的主题班会活动。

总之，学校爱眼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争取使学校青
少年视力教育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更好的保护好青少年
的视力。

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总结篇三

今年的6月6日是世界爱眼日，所以我们大厅在6月7日进行了
爱眼日宣传。今年的爱眼日的宣传主题是——关注青少年眼
健康。

一、减少先天性眼的发病率。

先天性眼病危害大、致盲率高，给患儿的成长生活带来非常
的不便，并在儿童成长时期形成一定的心理障碍。先天性眼
病，系指大多数在出生前后即已存在及一小部分生后才逐渐
形成的一种带有先天遗传或发育障碍的眼病，如先天性白内
障、先天性青光眼、先天性斜视、先天性色盲等各种先天性



眼病。先天性眼病的'发病率约千分之四，约占盲童失明原因
的10——38.5%。多数为遗传性疾病与染色体基因遗传有关，
为显性或隐性遗传。部分先天性眼病是在胚胎或发育过程中，
由于局部或全身障碍引起的。如母体怀孕时因营养或代谢失
调，维生素a缺乏、甲状旁腺机能障碍、钙质代谢异常、以及
母体妊娠早期感染病毒等因素造成的。所以为了减少先天性
眼病的患病率，一定要做好优生优育工作。

二、儿童时期的意外伤害。

儿童时期，自我保护意识差，对事物的认知能力有限，容易
受自身、他人、意外环境等因素的伤害。所以对儿童时期的
安全教育非常重要，提高儿童对事物的分辨能力，减少或避
免意外伤害。不管何种眼外伤，轻者通过治疗一般都能痊愈。
重者可致盲，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所以对于眼外伤以预防
为主，尽可能的避免儿童的眼睛不受伤害。

三、降低青少年近视的患病率。

我国青少年近视的患病率居世界第二，人数居世界第一，且
渐趋低龄化，中小学近视检出率为53%，更让人警惕的是，近
视高发期至少已提前2年。近视危害青少年的成长，同时影响
高素质人才专业的筛选。缩小了特殊职业的选取范围，更是
对实现我国二十一世纪健康目标的严重挑战。关注青少年近
视已是刻不容缓的关键时节。

对于3至6岁的学龄前儿童，也应做好预防工作。因为儿童时
期是眼睛发育的非常关键时期，这一生长阶段的儿童，也易
出现屈光异常的，因此对学龄前儿童的视力障碍要及早发现、
及时采取矫治措施。对于3至6岁的儿童，在学习方面要适可
而止，不要过早、长时间的写字、读书、弹琴等过度用眼。
培养儿童正确的用眼卫生习惯。定期作视力健康检查。



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总结篇四

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区域文化精髓，进一步完善
学校德育体系，培养广大青少年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的高尚
品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使传统文化精
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继续深入落实学习、践行《弟子规》
活动实施方案，学校经研究决定重点围绕传统文化中
的“仁”、“信”、“礼”、“孝”、“廉”五方面内容，
我校于20__年x月份开始在学生中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校
园”系列宣教活动，现将活动总结如下：

一、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确保活动顺利有效开展

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议明确职
责分工，由教导处和少先队共同完成好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活动，确保了此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并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
果。

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开展丰富的学习践行活动

1、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弟子规》的学习、践行活动

根据小学生的认知特点，由少先队统筹安排，在全校学生中
开展《弟子规》的背诵活动。一二年级的学生认知水平有限，
背诵量达到一半即可，在升入三年级之前争取达到全部会背;
三至六年级的学生要求在班主任的组织下达到人人会
背。20__年x月份举行了全校的《弟子规》背诵大赛，抽查的
学生背诵流利，收到较好的效果。同时，三至六年级的学生
进行了《弟子规》的践行活动，“给父母洗一次脚”、“为
父母沏茶”等践行活动让孩子们懂得了行孝的美德。20__年x
月份要求各班召开了《弟子规》诵读班会，x月x日举行了《弟
子规》背诵比赛，一系列活动强化了《弟子规》的学习效果。

2、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



由教导处统一安排，每天早自习班主任安排学生进行20分钟
的诵读经典活动;每周开设一节诵读课(班主任自行安排);每
月安排一次诵读为主题的班会(少先队统筹安排)，通过这样
系列的诵读活动，让学生们在诵读中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从而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优秀文化的优秀品质。

除此之外，20__年x月学校利用多媒体设备，利用主会场的直
播，进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讲座，积极为学生营造学
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从而树立好好学习的志向。

x月x日，我校召开了第二届科技艺术节活动。活动以中国传
统文化为载体，展出了绘画、硬软笔书法、剪纸等优秀作品，
用多样的活动形式展示了学生的特长，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

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总结篇五

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根据上级的工作要求，我局开展了
以“安全用耳，保护听力”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活动开展深
入扎实，具体总结如下：

一、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我局领导高度重视“爱耳”宣传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
神，严格按照上级的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认真
制定我局宣传教育活动方案，并安排专人负责组织落实，以
确保宣传教育活动全面深入地开展。

二、创新宣传形式，认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在爱耳日活动中，通过多样形式在单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宣传。一是借助微信、微博、qq等网络平台广泛发布“爱耳
日”活动消息，宣传非职业性噪声对听力健康的损害。二是
印发宣传爱耳日的文件和学习资料共15份，确保每间办公室



有一份学习资料，以普及安全用耳知识。三、鼓励全体干部
职工向身边的人宣传爱耳护耳知识，营造健康的环境，安全
用耳，保护听力。

三、成效明显，意义深刻。

此次爱耳日宣传活动总体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一是提高我
局干部职工安全用耳，保护听力的意识，养成安全用耳习惯。
二是宣传有关噪声治理的政策、法规和知识，推动建设健康
聆听环境。三是希望通过此次的宣传活动能使更多的人了解
爱护耳朵，让大家对此重视起来，更多的参与到保护耳朵的
行列里来。同时进一步动员了全体干部职工关爱听力和语言
残疾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