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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篇一

为全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xx月xx日上午，xx社区组
织主协创单位下沉党员及工作人员开展“保护环境，你我参
与”创文攻坚大扫除活动。

主协创单位下沉党员及工作人员化身“环卫工”，穿梭在背
街小巷，利用垃圾钳、垃圾桶等清洁用具，沿途清理主干道
路白色垃圾，细致地检查每一个卫生黑点、死角，绝不放走
任何一个乱弃的烟头和白色垃圾。对辖区重点区域、卫生死
角进行重点整治清理，并劝导居民乱堆杂物、乱扔垃圾等行
为，进一步改善了乱堆杂物、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的现象，确
保整洁美观的社区容貌。

在此次“保护环境，你我参与”创文攻坚大扫除活动中，主
协创单位下沉党员及社区工作人员用实际行动加入爱护身边
环境的队伍中，为营造整洁美丽的.社区环境、共建文明美丽
家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篇二

一、农户改厕和公厕建设、运维、管理情况。xxxx年以来，全
镇累计实施农村改厕xxxx户，占常住户数的xx%，目前已全部



改造验收完毕，投入正常使用。镇建设办先后对改造质量进
行了x次检查，对出现质量问题的进行了及时维护。建立了改
厕后期管护队伍，集中对改厕户提供抽渣、维修服务。建成
公厕xx个，其中xxxx年建成x个，实现了xxx户以上的村公厕
全覆盖，建设全部由镇建设办统一组织实施，日常运行维护、
卫生管理由属地村保洁员负责，目前开放使用情况良好。

二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情况。始终坚持先建机制、后上工程，
确保有制度管护、有资金维护、有人员看护，推进日常保洁
与定期集中整治相结合，形成了户集、村收、镇运、区集中
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目
前全镇共有压缩站x个、保洁员xxx名，全部纳入xx物业公司
管理，建立了保洁公司经费管理制度，坚持以人居环境整治
成效核发公司经费。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投入资金xxx余万元，
清理农村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秸秆x万余吨，动用重工机
械xxxxx余机时，拆除残垣断壁xxx处x万平方米，清理畜禽养
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xxxx吨。

三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况。全面建立了区域与流域相结合
的以镇、村二级“河长”为主要架构的河长制组织体系，全
面整治黑臭水体，实施河道清淤疏浚，进行截污导流，定期
梳理排查污水管网，确保无污水直排。禁养区xx个养殖场已
经全部关闭，x个养殖场已按期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已建成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x个，日处理量达到xxx吨，建成湿地x个，
整治坑塘xxx处，清理村庄内外沟渠xxx公里，水环境改善明
显。

四是村容村貌和群众动员工作情况。以省级文明乡镇创建为
契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主阵地，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
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明公约、村规民约、家
规家训，培养群众养成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行动自觉，摒弃
陋习、倡树新风。同事，把宣传发动作为整治工作的重要手
段，通过广播发动、悬挂横幅、现场宣讲、微信发布等方式，



通过改变群众的观念、思想、习惯，充分激发群众的内生动
力，最大程度发动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截至目前，全镇
共开展进村入户宣传教育xxx场，张贴宣传标语xxx余条，发
放宣传资料x万余份，发动群众投工投劳x万余人次，常态化
持续性地开展大扫除、大清洁、大整治，清除存量、消除死
角，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总结

某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总结

街道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汇报材料

xx街道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总结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总结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篇三

为做好城镇精致管理和乡村庭院美化“两大行动”，共创文
明城镇，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果，5月27日，斗里镇组织干部
职工积极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

活动中，镇内全体干部职工各司其职，分工行动深入斗里镇
内大街小巷、道路两旁以及河塘沟渠处开展着清洁行动。大
家手拿火钳、扫帚等清洁工具对可视范围内的垃圾、野广告、
破损广告、红条幅标语进行全面清理，对卫生死角处进行彻
底清除，并针对占道超门面生产经营、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
为进行劝导。同时，各村群众也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的组织带动下，纷纷加入到环境大整治行动当中，对房前屋
后、道路两旁的垃圾、卫生死角和杂物乱堆乱放等情况进行
扫除整治，并引导村民做好乡村庭院美化管理，大家齐心协
力共同营造着美丽整洁的村镇环境。



近年来，斗里镇持续开展着环境卫生整治行动，村容村貌得
到极大改善，同时集体清洁活动的'开展也进一步增强了村民
环境保护意识和家园理念，营造着“卫生环境人人共享、美
好家园大家共建”的社会文明风尚。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篇四

近日，xx街道xx社区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加
快补齐人居环境“短板”，全力打好乡村振兴这场“硬仗”。

该社区充分发挥党群、干群力量，街道分包领导及社区三委
成员定期排查，党员代表包街包片，紧抓环境整治的有利时
机，大力开展以“绿化、美化、亮化”为重点的整体面貌提
升工程，对道路沿线、厕所、垃圾池、房前屋后、背街小巷
等进行全方面治理；加强道路亮化、墙体美化、沿线绿化，
成立养护专班，对路灯的使用、维修、用电安全及花卉和灌
木的管理、养护、修剪、施肥、除虫除害等，实行专业队伍
管护与群众性管护相结合，同时提高居民保护环境意识，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不仅为大家营造了干净、整洁、有
序的.人居环境，还调动了居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下
一步建设“美丽乡村”奠定了良好基础。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篇五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近年来，×乡紧紧围绕上级关于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指示精
神，不断提升整治标准，扩大整治范围，以全民参与大作为



推动全乡人居环境大变化，现我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坚持规划为纲，解决发展方向问题

二是“全域旅游”方向。依托“全域旅游”发展定位，紧
扣“精品乡村游”发展思路，深度挖掘全乡“红绿古”三色
优质资源，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制定“×”全域旅游规划，
以×村、×村×个乡村旅游基础优异的村为轴心，以点串联
辐射带动起全乡×个村齐头并进，借助旅游的“催化粘合”
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实
现经济基础与治理效能的同步提升。

在深入学习中央及省市县关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指示精神的
基础上，紧扣“红绿交融、精品乡村”主题，全面调研各村
组的现实情况，深度挖掘优质资源，按照三个发展方向对全
乡人居环境发展进行科学规划。一是“人居环境整治”方向。
将宅基地改革同“×”工程深度结合，对固有的资源进行盘
活，依托×实用性村庄规划行动，对全乡×个村分类别规划，
在规划中融入人居环境整治元素，按计划、分梯次打造，首
批确定×村、×村、×为示范引领村，×村民组、×村民组、
×村民组等×个村民组为生态宜居示范组，以示范村组带动
全乡×个村、×个村民组联动发展，最终实现“万村提升”
区域发展的壮丽篇章。二是“全域旅游”方向。依托“全域
旅游”发展定位，紧扣“精品乡村游”发展思路，深度挖掘
全乡“红绿古”三色优质资源，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制
定“×”全域旅游规划，以×村、×村×个乡村旅游基础优
异的村为轴心，以点串联辐射带动起全乡×个村齐头并进，
借助旅游的“催化粘合”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农村“生产
生活生态”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基础与治理效能的同步提升。
三是“产业振兴”方向。充分发挥产业振兴在乡村全面振兴
中的基础和关键作用，以农业产业园和专业合作社为载体，
按照“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在稳步提升“×”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根据区域特色打造
出×、×、×、×等特色产业，叫响了精品乡村产业名片，



在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水平稳步提升，不
断完善配套效能，实现环境优化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为持
续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坚持投入为重，解决建设资金问题

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年度预算，整合各项配套奖补资金，
动员全乡上下各方力量，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全力推进人居
环境整治。一是抢抓项目机遇。紧扣各项政策红利，聚焦环
境整治、道路改设、污水处理等关键领域，积极向上级部门
对接跑项争资，以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着力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一年来，共投入项目资金×万元，打造×、×等人居环境示
范点×个。二是加大政府投入。不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进
一步缩减政府一般性支出，提高人居环境整治资金占比，挤
出更多的资金用于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去年以来，政府共投
入人居环境整治资金×万元，其中×万元用于在集镇改造项
目，×万元用于乡村道路硬化。三是探索新兴方式。针对项
目量少、乡村资金不足的难题，主动发起创新实践，动员乡
贤、成功人士、企业家×人成立×乡商会，筹资×万元成
立×乡乡村振兴基金，以基金会的形式统筹安排使用，优先
用于解决群众最急需处理的人居环境问题。四是号召群众投
入。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转变不断号召社会能人、企业家、新
乡贤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随着乡村环境的“旧貌换新颜”，
越来越多的群众踊跃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钱袋子”越来
越殷实，资金保障越来越稳固。

三、坚持建设为要，解决群众关心问题

坚持将“问题导向”贯彻于人居环境整治的全过程，直面群
众最关心、最需解决的难题，动员乡村上下各方力量，从存
量问题着手，高标准高质量快节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工作，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速度快、见效早。一是强化
党委主导效能。充分发挥党委主导效能，在党委的统一领导
下，统筹全乡资金、项目、资源等因素，科学判断形势，精



准把握方向，依托“×”农户和“×”工程等创建活动为载
体、合力调配人力、物力向关键点倾斜，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调动全乡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激发
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的热情和激情，汇聚起推动人居环境提升
的磅礴伟力。在面对集镇区长期存在的年久失修、急需整治
的难题，乡党委政府多次召开研讨会，决定咬紧牙关、下大
力度解决这一难题。乡党政主要领导分头找政策、找资金，
号召社会各界捐款捐物，经过不懈努力筹集资金×余万元用
于街道改造，目前耗资×万元的街道改造一期工程已全部完
工，二期工程×万元，正在进行招标。目前已完成×路、×
路由外到内的深度改造，配套安装智慧路灯×盏，疏通了长
期存在的污水处理、道路破损、绿化不足等难题。集镇区率
先实现“×”目标，乡村颜值发生精彩蝶变，人居环境整治
绽放时代新颜。二是压实支部主抓责任。以村为单位将全乡
分为×个片区和一个集镇集中整治区，×个村片区由村支部
牵头组织整治，集镇区由乡机关及乡直支部进行深入清理，
各支部在深度摸排存量问题以及收集群众反映问题的基础上，
分类别制定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和整改责任人，采
取“挂图作战”的方式，确保问题发现一起消灭一起，各支
部联动进取筑牢全乡人居环境整体水平稳步提升，推动整治
工作走深走实。止目前，全乡共投入人力×余人次、出动大
型机械车辆×辆次，改造旱厕×处，治理“×”现象×处，
复耕、复种闲置耕地×亩，×个村×个村民组全部实现“内
外精洗”的全面提升。三是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广泛发动乡
村党员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全民行动，结
合“×”、“×”等座谈方式，充分收集群众反响的问题，
号召群众齐力参与支部带领的整治行动，逐步营造“党委引
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共治氛围。在实际工作中，有
的群众出资捐赠，有的群众出力参与，有的群众带头响应，
形成了“全民参与、全民整治”的工作合力。像×村的×岁
老人×，他是一名×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人居环境整治中
第一个主动站出来要求拆除自己猪圈，在他的号召下，全村
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整治行动取得了优异的成果。



四、坚持管理为基，建立常态长效机制

科学制定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制度，创新推出管理措施，
因地施策，精心组织，积极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管理
长效化。一是精细制定方案。针对乡情实际，迅速组建工作
专班，制定《×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乡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奖惩方案》，细化工作任务，健全奖惩制度，
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年度中心工作，不断推动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二是强化评比带动。创新推
行“名誉组长”制度，由驻村领导、驻村干部以及村支部书
记担任村组“名誉组长”，先行示范打造整治示范点。
以“季度观摩”活动为抓手，通过观摩评比，对各村整治情
况进行打分排位、张榜公示，通过“奖优罚劣”的方式，逐
步形成“争先夺旗、争比竞位”浓厚氛围，推动人居环境工
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三是数字赋能助力。深入实施“智
慧乡村”建设，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融入智慧元素，依托视频
调度和智慧大喇叭两个模块，在乡指挥中心就能轻易完成各
村、各组视频调度，形成了“一屏知全域、一网管全局”的
基层治理新格局，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助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前，全乡共安装×探头×处，智慧
喇叭×个，实现了村组全覆盖。四是探索长效治理。以党建
统领基层治理为载体，创新推出基层治理“积分制”方案，
采取“政府赋分、个人报分、小组评分、支部核分、集体亮
分、党委审分”的方式，将人居环境整治纳入“积分制”模
块，将群众主动参与整治同经济鼓励相挂钩，群众每参与×
次奖励×分，可等额换取×元钱的购物金，以此进一步激发
群众主动性和积极性，为群众积极配合以至于主动参与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提供源头活水，不断巩固整治成果，积极推动
人居环境整治迈入新台阶。

五、坚持创新为先，科学探索主动求变

在整治过程中积极探索治理的新思想、新方法，充分考虑实
际，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不装放大整治成果。一是就事论
事解决。针对乡村整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要求各支部逐日
开展支部会商，将存在问题逐件逐条上会讨论，分析难题堵
点，研究解决方案。针对存在的养猪场、旱厕、残垣断壁等
问题，逐件开会讨论，逐渐找人协商，最终化解问题。二是
就地取材建设。在整治过程中，始终坚持因村施策、就地取
材，充分发挥支部书记的主观能动性，将现有的问题加以整
治，打造出景观亮点。例如：各村深入运用“篱笆经济”思
想，将房前屋后的空闲地用竹编做成篱笆园，栽种花草，原
来的空闲地转眼变成如今的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小休
闲园，大大提高了乡村“颜值”。还有的村将拆下来的石板、
瓦砖用于河道建设，在村庄亮化中能够利用现有的电线杆安
装太阳路路灯，既节约了资源，又取得很好的效果。三是旧
物利用提升。乡党委不断探索创新，把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
工作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推行“旧物利用”“就地取材”，
将村居院落旧坛子、旧轮胎、旧猪槽、旧水缸等制作成微景
观美化院落。另一方面对各类老物件统一收集整理，还鼓励
群众捐献老旧物件，提高大家对村庄建设行动的参与度，将
人居环境整治融入文化元素，乡村环境焕然一新。像×村将
老旧家具、农耕器具等豫南民宿老物件收集起来，最终打造
成非遗文化博物馆，前来参观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