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镇自建房安全排查总结(精选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
的总结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乡镇自建房安全排查总结篇一

按照省、市城乡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求，我市已完
成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和农村两类重点房屋安全隐患整治
任务，目前进入集中整治农村其他房屋安全隐患工作阶段。
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完成情况

（1）农村2类重点房屋排查完成情况及完成时间；

农村2类重点房屋（用作经营的房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已全
部排查完成，共1701处，其中，用作经营的自建房1103户，
人员密集场所598户，已按照时间节点在2月底前，全部排查
完成。

（2）自建居住房屋排查完成情况及完成时间；

农村自建居住房共排查29354户，已按照时间节点在2月底前，
全部排查完成。

（3）农村2类重点房屋“回头看”工作开展情况；

我市根据上级相关要求，从1月份开始，对农村两类重点房屋
排查开展为期3个月的回头看。重点对房屋建筑是否做到排查
全覆盖，安全隐患信息录入和整治措施是否精准，做了查漏



补缺工作，对排查新发现的遗漏房屋，第一时间进行登记，
录入信息系统。

（4）农村自建住房排査整治“回头看”工作开展情况；

为进一步开展好农村自建房排查整治“回头看”工作，我市
重点对房屋建筑是否做到排查全覆盖，安全隐患信息录入和
整治措施是否精准，做了查漏补缺工作。

（5）房屋编码情况；

在排查的过程中，我市按照《全省农村房屋排查分类编号登
记办法》，全部进行分类编号登记，严格按照排查一户、登
记一户的原则，在排查的同时同步完成编号登记。

（6）其他隐患排查情况；

对房屋使用安全、消防燃气和建筑材料安全等其他隐患同时
进行认真排查、研判，对存在隐患的85处房屋，及时准确填
报“xx省农村房屋其他安全隐患信息采集表”。

（7）信息录入农村房屋信息采集平台情况(包括信息完整度
和准确度)。

排查人员已逐房填写信息采集表，建立城乡房屋信息档案，
农村房屋信息已全部录入国家管理平台，实行分类编号登记。

（二）技术力量和资金投入情况

我市对农村房屋中难以判定是否存在隐患的146处房屋，组织
专家30人进行了集中研判，判定存在隐患75处。

(2)资金投入情况，其中排查人员培训、房屋鉴定、技术服务
资金投入情况；



农村房屋共投入鉴定资金5.65万元，纸质档案打印费12万元，
专业技术人员服务费约1.9万元。

（三）农村房屋安全鉴定情况

（1）鉴定工作开展情况

我市对各乡、办上报的农村房屋中难以判定是否存在隐患的
房屋，委托专业鉴定公司进行了鉴定，其中鉴定为b级1处，c
级2处、d级7处。

（2）鉴定资金落实情况

农村房屋共投入鉴定资金5.65万元，纸质档案打印费12万元，
专业技术人员服务费约1.9万元。

（3）鉴定机构选定情况

我市委托“侯马市晨辉工程勘察检测有限公司、xx诚达工程质
量检测有限公司”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农村房屋进行鉴定。

（4）用作经营自建房屋实施鉴定情况

在第一轮排查中发现的一处存在安全隐患的非自建房宝贵副
食店，因屋顶瓦片松动局部下陷、屋脊变形、鉴定为c级。现
已整改完毕并进行验收。

（5）非自建房实施鉴定情况

经过研判，判定存在安全隐患8处，其中两类房屋共8处，c级1
处、d级7处；对通过专家研判为c、d级的8处两类房屋委托专业
鉴定公司进行了鉴定。

（6）自建居住房屋实施鉴定情况



对初判存在安全隐患的88处自建房，我市委托“侯马市晨辉
工程勘察检测有限公司”进行了鉴定。

（四）农村两类重点房屋整治验收情况

(1)分类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其中拆除总数、修缮加固总数等；

针对鉴定结果为处c、d级的9处用两类房屋，（其中1户拆除重
建、修缮加固2户、6户进行清人封房处理）。

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我市已建立重点隐患清单、整治清单
和整治台账、分级验收表，实施销号闭环管理。

(3)排查发现其他隐患(建筑使用安全、消防燃气安全、建筑
材料安全等)数量，及移交行业主管部门情况。

在排查中发现存在建筑使用安全、消防燃气安全、建筑材料
安全等房屋安全隐患的85处隐患已停业、清人、封门。

根据xx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xx省农村集体政办发
〔2020〕117号）、《农村宅基地自建住房技术指南》文件要
求，我局认真贯彻落实文件内容，积极开展了相关工作。

（一）农村自建房设计通用图册编制已完成，已下发乡办，
并征集了乡办意见。

（二）侯马市政府购买服务对农村房屋建设活动提供监理服
务和技术指导。已向政府申请监理单位，政府已批复，正在
走招标程序。

（三）开展农村工匠培训和信用管理情况（我局给各乡、办
已下发关于举办农村建筑工匠（砌筑工）培训班的通知。我
市已于2021年3月23日至28日举办第一期农村建筑工匠（砌筑
工）培训班，第一期学员已培训结束并参加了考试。



（四）农村自建房指导情况（我局已制定侯马市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监理管理服务实施细则（试行），
已征求各乡、办的意见。截止目前，政府已审核通过并发文。

1、制定了开工登记管理制度、安全鉴定、建房合同样本和竣
工验收管理办法。现已下发放各乡、办，并要求乡（办）认
真组织学习。

2、制定出台了农村建筑施工人员培训、考核和信用管理制度，
加强对农村建筑施工人员的管理。

（五）、截止目前新田乡已成立一家农村建筑合作社

组织8个市城乡房屋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我市八
个乡、办进行督导，对督导发现的问题由督导组负责跟踪督
促、指导各乡、办进行整治。

一是农村未用作经营的自建房整治工作速度不快，主要是产
权人长期不在此居住，无整治意愿，整治积极性不高。

二是农村宅基地手续无法出具。

三是各乡、办没有相应的.巡查管理人员。

一是加大整治验收力度，督促各乡、办加快整治速度，对整
治完成的及时验收、销号。

二是积极推进“两办法一标准”实施，尽快完成施工、设计、
监理的招标手续，为农村提供专业的建房技术标准。

三是督促各乡、办尽早协调落实巡查管理制度。



乡镇自建房安全排查总结篇二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部署，进一步做好农村房屋安全管理工作，金刚台镇大
力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坚持边排查、边整
治，远近结合、标本兼治，以农村自建房为重点，依法依规
有序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及时消除农村房
屋重大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过程中按居住人数，设施结构等因素鉴定并划分为a，b，c，
d四个等级，危房又区分用作经营和未用作经营、自建房和非
自建房、一般户和贫困户等多种类型。坚持重点突出，区分
轻重缓急。合理安排时间节点分类摸清房屋基本情况。现已
排查应排查录入房屋6218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82户；其
中用于生产经营房屋305座，经初步判断存在安全隐患房屋1
座；其中未用作经营自建房5817座，经初步判断存在安全隐
患房屋11座，已完成整治5座；其中非自建房96座，经初步判
断存在安全隐患房屋0座。

一是开展警示教育，作预防药。通过镇、村干部在微信，抖
音等媒体转发近期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案例和相关知识，提高
群众农村房屋安全意识，深刻汲取教训，掌握农村房屋安全
知识，使目前与以后的工作得到群众支持。二是开展危房拆
除，作见效药。组织12个村的村干部做好农村房屋安全隐患
排查业务培训，坚持危房不住人，住人不危房的工作原则。
开展危房拆除工作，确定是危房的能拆必拆，因实际情况无
法拆除的则挂牌进行封存，现已拆除危房5户，挂牌封存7户。

对12个村进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对所有符合排查条件房屋
全面进行排查和信息采集，并通过建立《金刚台镇农村房屋
安全隐患排查台账》进行房屋信息记录，实现分类管理；同
时针对发现的房屋安全隐患，特别是经营性场所房屋隐患与
疑难复杂性房屋隐患，及时上报并鉴定，按照“谁拥有谁负
责、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整治台账，



确定整改方案，逐项进行销号清零。

乡镇自建房安全排查总结篇三

根据《xx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现就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1、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我市所辖乡镇共有326个行政村，截至2022年1月14日，已开
展普查326个行政村，行政村排查占比为100%。目前，已排查
农村房屋总计为61552户，其中用作经营的自建房2215户，未
用作经营的自建房58826户，非自建房511户。我市已基本完
成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录入工作。

2、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鉴定工作

根据系统反馈用作经营性自建房初判存在风险户1户、未用作
经营性自建房初判存在风险户38户、非自建房初判存在风险
户1户。我办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鉴定，其中a级安全住
房12户、b级26户、c级2户。

3、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根据住房安全鉴定工作，未用作经营的自建房鉴定出2户存在
危险房屋。经与涉及的贺家川镇对接，2户均未在村内居住，
并有其他安全住房。已通知贺家川镇对危险房屋张贴危房警
示标志。

按照《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继
续开展好20个镇街的经营性自建房、非经营性自建房和非自
建房整治工作，对于排查中发现的问题，逐条梳理归类，造



册登记，明确整改主体责任人，及时开展整治工作，采取切
实有效安全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
止事故发生。组织各镇街对辖区内的房屋在摸底在录入，确
保信息录入不漏一户。对于不能及时完成整治的房屋要依法
依规采取封存、搬离等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乡镇自建房安全排查总结篇四

依照中省市关于全面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坚决遏制重特
大安全事故发生相关要求，我区扎实开展自建房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x日下午，我局再次组织各镇（街道）负责人召开调度会，就
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再部署再安排，会后立即安排专业
人员深入各个镇（街道）做好集中排查的检查、指导工作，
发现问题，现场交办。

x日下午，我局联合x街道办事处关于社区排查人员进行了房
屋安全隐患排查业务培训。

截止目前，针关于初步排查判定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我局
已敦促各镇（街道）采取停滞经营、警戒封存等临时管控措
施—省略落实产权人（使用人）主体责任，关于于契合条件
的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关于象的房屋即时纳入农村危房改造和
抗震改造，做到应保尽保。

一是依照《x农村住房安全动态监测职责分工明细表》加大关
于各镇（街道）各类房屋排查的督查力度，加强关于辖区经
营性的自建房、人员密集片区重点房屋的动态监测，关于排
查出的.疑似危险房屋建立台账，实行销号管理。

二是即时组织人员鉴定，发现有重大安全隐患的，即查即改，
关于废弃的危旧房屋根据实际，能拆除的实施拆除。



乡镇自建房安全排查总结篇五

为深刻吸取10月3日韶关市区一处正在违建房屋发生的坍塌事
故教训，根据市安委办《关于立即组织开展建筑施工领域安
全检查的通知》、市住建管理局《关于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做
好建筑施工领域安全暨农村自建房专项治理的紧急通知》、
县安委办《关于立即开展建筑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紧急
通知》、《始兴县国庆假期期间农村自建房和违建房拉网排
查工作方案》等文件要求，我局立即组织开展了城区范围内
自建房拉网式排查工作，现将排查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

在得知市区发生在建房屋坍塌事故后，根据市、县领导指示，
按照县安委办制定的《始兴县国庆假期期间农村自建房和违
建房拉网排查工作方案》要求，我局立即组织相关股室技术
人员，由局分管领导带队对城区范围内所有在建自建房逐一
进行安全排查。同时，为确保排查工作落到实处，我局将此
次房屋安全排查的范围、重点、办法及工作措施迅速传达到
有关乡镇、社区及建设责任主体，并要求县城规划区内的村
（居）个人私自建设项目一律停工，全面检查相关证件及手
续，对手续不齐全、安全措施不落实的，一律不得复工。

此次排查共检查在建房屋29栋，发现隐患34处，向有关责任
人发出《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12份，并抄送相关乡镇政府
及社区居委会。按照工作要求，对各处自建房发现的隐患问
题已建立工作台账。

二、

（一）安全意识淡薄

由于农村自建房的特殊性，其作业人员复杂多样，普遍缺乏
安全生产知识，且现场安全管理真空，工人安全意识十分淡



薄。所排查自建房工地普遍存在工人不佩戴安全帽，高处作
业不佩戴安全带，随意攀爬冒险作业，高空抛掷材料、垃圾
等违规操作现象。

（二）专业程度较低

自建房所聘请的设计、施工单位或人员几无专业资质，也无
聘请第三方专业监理机构或人员，建设过程管理仅凭业主、
包工头个人意志和素质高低，无图施工、经验施工盛行，安
全技术措施不规范、不到位。普遍存在通道口、预留洞口、
楼层周边、楼梯侧边、平台边等部位无安全防护措施；施工
用电随意接电，电缆电线拉设混乱，无漏电保护装置；外脚
手架多采用毛竹搭设，毛竹直径、材质较差，且搭设极不规
范，存在立杆悬空虚设，架体未设置连墙件、未挂设安全网，
局部甚至未搭设脚手架等情况，架体整体性、稳定性较差；
模板支撑体系以木支撑居多，存在立杆间距较大，立杆底部
垫设砖块高度过大，纵横水平拉结设置不足且未与周边梁柱
顶紧顶牢等问题，稳定性不足。

（三）安全投入不足

自建房普遍存在成本预算有限，业主抱有“能省则省”心态，
盲目节省成本。安全风险的`降低必须要有一定的投入，上述
安全技术措施不规范、不到位问题，以及施工现场采用安全
性可靠性较低的简易“拔杆吊”起重设备，木材、纸皮纸壳
等易燃物品随意堆放散乱，周边未配备消防灭火器材等现象，
安全投入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

（一）加强联动，密切配合。针对此次自建房安全排查发现
的各项问题隐患，进一步加强与乡镇、社区、自然资源局等
单位部门沟通协调，（住建、自然资源局、乡镇、社区等单
位部门进一步加强联动配合）明确具体整改措施，充分发挥
乡镇居委会职能作用，指导督促有关责任主体落实整治工作。
对手续不齐全、据不执行建筑有关规定及规范、安全措施落



实不到位的，一律责令停工整顿，确保隐患整治落到实处，
有效降低安全风险。

（二）加强宣传和引导。一是依托乡镇政府、社区居委会，
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普及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
知识，转变社会群众安全生产理念，充分认识安全生产的重
要性，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操作能力。二是引导自建房
村居民合理投入，聘请有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或人
员，摒弃无图施工、经验施工，提高工程管理专业水平和规
范程度，保障房屋质量安全。

（三）建议建立定期巡查机制。农村自建房建设长期处于低
下水平，与监管不足也一定的关系。为促进自建房施工质量
安全管理水平提高，降低安全风险，建议农村农业、自然资
源、住建、城管及乡镇、社区等部门单位建立定期联合巡查
机制，从审批手续到施工过程，加强管控，规范村民住房建
设，防范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