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乡镇文化旅游工作总结(模板5篇)
对某一单位、某一部门工作进行全面性总结，既反映工作的
概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缺点，也要写经验教训和
今后如何改进的意见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
总结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乡镇文化旅游工作总结篇一

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乡镇作为农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需要创新的力量来促使其发展。本文
将从乡镇发展的现状出发，阐述创新的重要性并分享我对乡
镇创新的心得体会。

首先，乡镇发展的现状呈现出一些问题和挑战。相比于城市，
乡镇的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落后，人才
流失严重。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需求，乡
镇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压力。此外，乡镇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日
益突出，落后的教育条件、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影响着居民
的生活质量。因此，乡镇亟需创新的力量来推动其发展。

其次，创新对于乡镇的发展至关重要。创新是实现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可以为乡镇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农业方面，乡
镇可以借助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与智能化，提高
土地利用率和农产品质量，为农民增加收入。同时，乡镇还
可以通过创新来发展新的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吸引
更多的人才和资金进入乡镇，推动乡镇经济的发展。此外，
乡镇也可以通过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提高教育和医疗资源
的质量和数量，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乡镇创新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乡镇的经济基础相对
薄弱，科技水平不高，缺乏专业人才和创新意识。此外，乡



镇的创新条件也相对不足，投入不足、创新环境不够优化等
问题制约了乡镇创新的发展。因此，乡镇需要加大投入力度，
提高创新环境，培养创新人才，为乡镇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个人的实践中，我也体会到了乡镇创新的重要性。作为一
名乡镇的村干部，我意识到要推动乡镇的发展，必须要有创
新的思维和办法。我积极参与到乡镇发展规划与实施中，提
出了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创新举措。例如，在农业方面，我引
进了新的种植技术和产品，通过技术培训帮助农民提高产量
和品质，不仅提升了农民的收入，也推动了农业的转型升级。
此外，我还发起了一些小型的创业项目，鼓励村民自主创业，
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通过这些实践，我深刻体会到创新
对于乡镇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总之，乡镇创新是推动乡镇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乡镇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需要创新的力量来解决，创新可以为乡镇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和希望。然而，乡镇创新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需要加大投入力度，提高创新环境，培养创新人才。个人的
实践也证明了创新对于乡镇的发展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创新，
乡镇才能实现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

乡镇文化旅游工作总结篇二

近日，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发挥网格
化管理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烟台市牟平区莒格
庄镇以“实施精准摸排、构建防控体系、压紧靠实责任、坚
决战胜疫情”为目标，积极发挥村级、工作片、镇级三级联
动运行体系。

村级入户摸排：每村按照一村一大网格，50户一小格进行防
疫网格化管理。包村干部建立村防疫网格工作群，村各网格
员进群，共计118个村级网格员。所有网格员每天对所包户开
展至少两次摸排，填写《网格员疫情防控日志》，并将市外
省内和省外返回人员分类别报备，同步在群里上传健康码



和14天行程码截屏等。工作片汇总上报：工作片片长建立工
作片防疫网格工作群，工作片各村网格员进群，由片长管理
该工作群，每天包村干部汇总各村网格员上报的返回人员信
息，在工作片防疫网格员工作群里上报，各村网格员也可以
在该群里再核实自己上报的信息是否正确。镇级分类建档：
镇防疫办建立莒格庄镇防疫网格工作群，各包村干部和31个
村网格员进群。片长整理整个工作片摸排信息，填写《莒格
庄镇外来人员登记表》，在莒格庄镇防疫网格员群里上报。
三个工作片上报信息后，由防疫办工作人员逐一核实，再次
电话核实，落实政策后，形成镇级表格上报区指挥部。

除了村、片、镇三级网格外，莒格庄将驻地100多家商户分割
为4个小组，每个组由一位两委任组长，负责组织各组员对商
户开展防疫知识宣传、表簿册创建、防疫物资配备、消毒液
配比培训、外来人员摸排等工作，已先后开展多轮工作。

通过村、片、镇三级+驻地商超四小组网格员管理制度，让这
些网格力量活跃在全镇疫情防控的第一线，穿梭于大街小巷、
家家户户，既宣传相关疫病防范知识又摸排到相关数据信息，
并可以保证将最新的返乡人员信息数据上报至每一个网格体
系，宣传普及到位、追踪管理到位、阻断传播到位。

乡镇文化旅游工作总结篇三

在乡镇生活了大半年的时间，我深入感受到了乡镇的独特文
化，同时也获取了一些心得体会。乡镇文化源远流长，凝聚
着丰富的历史和传统，而这种文化的发展使得乡镇具有了独
特的魅力和特色。在这里，我将与大家分享我对乡镇文化的
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乡镇文化充满了浓厚的历史和传统。乡镇是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着人民智慧和劳动的结晶。乡镇的
历史悠久，传统文化丰富多样，有许多古建筑、遗址和传统
节日等。例如，在我所生活的乡镇，有一座古老的寺庙，经



历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它见证了乡镇的变迁和发展，也成
为了该地的重要地标。而每年的传统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
等也是乡镇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传承
着这些节日的文化内涵。这些历史和传统的元素，为乡镇文
化注入了独特的魅力。

其次，乡镇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情味。乡镇是一个相对小的社
区，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和融洽。在乡镇，我发现
人们习惯于互相帮助和支持，邻里之间的亲情和友情常常让
人感到温暖。每天傍晚，村庄中的老人们会在一起聊天、打
牌，互相交流自己的生活动态。当有人生病或者有喜事时，
整个乡镇都会为之动员，大家齐心协力，以实际行动彰显出
了乡镇文化中的人情味。

再次，乡镇文化包含了丰富多样的民俗和民间艺术。由于乡
镇的地域差异和自然环境的差异，不同的乡镇有着不同的民
俗和民间艺术。我所生活的乡镇以渔业为主，因此，渔民们
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民俗和民间艺术表现形式。比如，有一个
传统的捕鱼活动叫做鱼龙舟，这是一种独特的船只形状，可
以帮助渔民打渔。每年夏天，乡镇里会举行一次隆重的庆典，
渔民们会划着鱼龙舟在河上展示自己的技巧。这种民俗和民
间艺术不仅丰富了乡镇文化，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重要元素。

最后，乡镇文化有着独特的传承和发展方式。随着时代的变
迁，乡镇文化也在不断发展和更新，注入着新的元素。例如，
乡镇中的年轻人开始尝试用现代化的手段来传承乡镇文化，
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将乡镇文化推向了更广阔的舞
台。同时，乡镇政府也加大了乡镇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力度，
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展览，吸引更多人了解和关注乡镇文化。
这种传承和发展方式，为乡镇文化带来了新的活力。

总结而言，乡镇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具有浓厚的历
史和传统，以及人情味、民俗和民间艺术。这种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方式也充满了创新和活力。身临其境地体验乡镇文化，



让我对乡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乡镇文化有了更深刻的
体验。通过这段时间的生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乡镇文化的
魅力和独特之处，也让我对乡镇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乡镇文化旅游工作总结篇四

乡镇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
的历史和人文内涵。作为一个城市人，在长时间居住在繁忙
喧嚣的都市环境中，我一直对乡镇文化抱有好奇和向往。最
近，我有幸获得了一个机会，在乡镇生活了一段时间，深刻
体验了乡镇文化带给我的不同寻常和独特的价值。在这里，
我要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乡镇文化注重传统和家庭。乡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
源地之一，这里的人们保留了许多古老的习俗和传统，如酬
神、清明扫墓等。尽管现代化的社会已经改变了很多东西，
但乡镇文化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里，
家庭是人们生活的中心，亲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有幸
参加了一个当地的婚礼，看到了亲属们为新人们准备的精心
布置的仪式和丰盛的婚宴，深深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传统
的珍贵。

其次，乡镇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乡镇的环境与城
市不同，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亲近大自然的感觉非常
强烈。乡镇人们注重与自然相融合，尊重自然，不过度开发
和破坏。我参与了一个农事体验活动，亲自动手参与农作物
的种植和养殖，深刻感受到了农民们对土地的崇敬和勤劳。
与此同时，乡镇人们也注重保护环境，很少见到乱扔垃圾和
随意破坏的行为。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重要性。

再次，乡镇文化注重社区和邻里关系。乡镇人们之间的关系
相对密切，邻里之间互相照顾和帮助的意识非常强烈。我在
乡镇的居住区里见到了各式各样的社区活动，如街舞表演、



游园活动等。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邻里之间的联系，也给了
居民们一个展示自己才艺的机会。在这个互助互爱的社区中，
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和包容，与城市中冷漠和疏离的氛围截
然不同。

最后，乡镇文化也蕴含着乡土情怀和民俗文化的传承。在乡
镇里，我参加了一些传统的节日庆祝活动，如元宵节的灯笼
展、春节的祭祖拜年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也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激发了人们的乡土情怀。我还特
意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座博物馆，了解了乡镇的历史和文化。
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深刻感受到了乡土情怀的深厚力
量。

总的来说，乡镇文化给我带来了很多正能量和思考。传统与
现代的结合，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区与邻里的关系，乡
土情怀和民俗文化的传承，乡镇文化中的这些价值观和观念，
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显得格外珍贵和可贵。我深刻感受到了乡
镇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并希望能够将这些体验和思考带回到
我生活的城市，为城市文化的发展和提升做出一些贡献。

乡镇文化旅游工作总结篇五

基层社区治理关乎群众的安居乐业，关系政党的执政基础，
关涉社会的长治久安，可谓牵一发动全身。当前，新形势下
的基层社区治理面临很多新的挑战：比如基层社区人口流动
性强，管理难度大;又如居民治理参与积极性低，多方协调难。
因此，必须创新管理，推进社区管理网格化，贯彻社会共治
的理念，增强社区治理实效性。

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需要坚持完善机制。机制的建设和完
善，是保障落实的关键，是统筹协调的前提。而网格化管理
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覆盖范围广、工作任务重、操作要求
高，需要制定完善机制保障治理稳步推进。总结试点经验，
吸取失败教训，完善管理机制，制定运行机制，实现社区网



格化全覆盖。

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需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群众是社区
治理的主要对象，也是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必须坚持察民
情、晓民声、知民意、聚民智、解民困，以群众力量推进网
格化管理。制定联系群众制度，结合社区治理举措，以党建
引领基层社区治理，以平台建设推动基层社区建设。加强社
区基层治理，推进网格建设管理，必须建立完善联系群众制
度，增加沟通机会，搭建交流平台，了解群众需求，倾听百
姓心声，吸收人民意见，以人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安全感
作为社区治理的奋斗目标。

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需要引入互联网思维。当前，由于互
联网能够打破时间局限，打破空间约束，为推进基层社区治
理、强化网格管理带来新契机，不少地区的网格管理纷纷拥
抱互联网，并在其中不断下功夫、求突破。以“互联网+政
务”为手段，深化社区建设网格化，推进基层治理标准化，
提高社区管理精细度，构建起党建引领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社会治理的新格局。与时俱进是顺应时代潮流、把握现实机
遇的不二之选。面对层出不穷的治理难题，面对层出叠见的
管理困境，必须主动发挥网络作用，密切社区多方沟通交流，
推动社区治理稳步发展。

因此，在推行网格化管理过程中，不仅要积极探索、总结经
验、发现问题、吸取教训;更要转变领导方式，强化机制建设，
从制度上促使治理持续规范、持续进步，最终保障网格化的
贯彻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