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播报告总结(实用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
才合适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直播报告总结篇一

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定于6月30日至7月5日举办。现就
活动安排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及宣传重点

本次活动要围绕全国节能宣传周“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及
全国低碳日“绿色低碳，全面小康”两个主题，深入贯彻学
习_生态文明思想，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展示公共机构节
约能源资源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向社会传递公共机构带头
节约能源资源的正能量，倡导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
作和生活方式。

二、活动安排

1、组织参加_全国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一是组织
全体干部观看《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十周年
暨全省2020年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云直播；二是组
织全体干部参加公共机构节能知识线上竞答活动。

2、加强主题宣传。节能宣传周期间，要普及办公生活节能常
识。在办公区域醒目位置张贴节能宣传画，组织全局上下观
看节能微视频宣传片，普及节能知识，宣扬节能意识。

3、开展“低碳日”能源紧缺体验活动。7月2日“全国低碳
日”当天，工作人员通过减少办公设备待机能耗和一次性办



公用品消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等
形式，以绿色低碳的办公模式和出行方式支持节能减排。

三、有关要求

各股（室）要高度重视，精心策划，严密组织各项活动，努
力扩大宣传影响，切实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节约能源资源的意
识，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节能宣传周结束后，局办公
室要认真总结活动情况，按时将活动总结上报相关部门。

直播报告总结篇二

栖霞广播电视台2012年新闻宣传工作总结

一、全力以赴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质
量

（3）、结合重大节日等纪念活动，开辟专栏节目，烘托气氛，
营造宣传环境。如春节、三.八、五.一、五.四、七.一等组
织宣传报道策划了《送温暖、献爱心》、《巾帼风采》、
《身边的模范》、《飘扬的旗帜》等连续和系列报道。

二、开通南京电台热力调频《栖霞新闻》广播节目 宣传阵地
进一部扩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磨合，我台于7月24日终于开通南京电台
热力调频《栖霞新闻》广播节目。新闻每周7档广播新闻节目，
每档保持在8条，以求新闻的信息量。其中周一——周五新闻
周六、日为一周新闻回顾。不少听众反馈，对于新闻宣传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较好的实现了“让栖霞新闻传得更广、传
得更远”的外宣目标。

三、强化定位，扩大视角，推出栏目



在开播仪式上，双方领导签署了联办节目协议。区委宣传部、
区人民法院、区文化局等部门领导分别讲话，对栏目的开播
表示祝贺，并对节目的制作、运作提出了要求。栏目将建立
了严格的审片制度。栏目合作双方每半年召开一次研讨会和
总结会，从节目的构思选题、拍摄的方法技巧、制作的艺术
品位等方面总结经验，以提高节目质量。该栏目致力于报道
法院动态、普及法制教育、弘扬社会正气、促进和谐发展。
在筹备期间，区人民法院、区文广局等单位做了大量的准备
工作，我台整合精干力量专门成立了栏目组。

《法院在线》栏目设置“特别报道”、“直击庭审” 、“法
官风采”、“法在您身边” 等子版块。该栏目每月播出2档，
每期节目时长为8-10分钟，在本台黄金时段播出。全年播
出11期《法院在线》栏目。由于时效性强、视角独特、贴近
生活，倍受全区群众的欢迎。

（2）、再推并创新《走进直播室》节目形式

根据区机关工委和区行风评议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本台从8
月底再次推出今年的《走进直播室》节目，为此我们改革和
创新了节目样式，围绕百姓关注的热点、焦点话题，以访谈
过程为主体，适时插入相关画面，发挥电视优势。从节目的
序、开头、主体、细节、结尾、解说，等一系列环节中都作
了精心的策划安排。已有6个职能部门的一把手领导走进直播
室接受采访。节目始终贯穿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取信
人民”的节目宗旨和机关作风、办事效率等理念。展示机关
作风建设成果和今后努力的方向。明确采访内容和话题，提
前做好与采访对象的交流，现场画面拍摄等组织、调度工作。

（3）、充分发挥和利用好电视资源平台，与区教育局联办专
栏节目——《栖霞教育》。全年播出将近27档，受到全区教
育系统广大教职员工的关注和好评。

四、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不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直播报告总结篇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
律，是新中国截至目前体量最为庞大的法律，被誉为“社会
生活的百科全书”。我国《民法典》是保护公民私权利的法
律汇总，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法典》就是公民民事权利的
宣言书和保障书，作为事关每个公民“从胎儿到身故后五十
年”漫长岁月切身利益保障的法律，《民法典》与每个人的
生活工作休戚相关。大到国家所有制、土地制度、小到普通
百姓的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生产经营、个人信息保护、私
有财产权利保护都可以《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民法典》
不仅能统一民事法律规范，消除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
且可以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许多问题，民法
典作出了明确回应，如：《民法典》中对各种“人肉搜索”、
非法盗取他人信息的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突出的特色规定有
“离婚冷静期制度”、“继承人宽恕制度”、“自助行为制
度”，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同时对遗体器官捐献、职
场和校园性骚扰、非法从事与人类基因、人体胚胎有关的医
学和科研活动严格规范。因此，《民法典》将在保障人民权
益，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涉及到的
方方面面也越来越复杂，这部包罗万象的《民法典》就像一
个无形的天网，全方位保护人民民事权利，每一条法律规定
都凝聚社会生活规则的共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法
制建设更加深入人心。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
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即将精彩亮相。《民法典》的颁
布实施，开启了我国公民权利保护的崭新时代，它充分体现
了人民的需求，保障了人民的权益，用权利本位构建起整部
法典的逻辑主线，必定能够更好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必将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座“大厦”的重要支柱，必将为



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根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直播报告总结篇四

民法典，构建法治社会的利器。《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也是第一部以“民”法律
的法典。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曾于1954年、1962
年、1979年和__年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但均因社会
经济发展程度和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而搁置。一个国家要想
长治久安，保障社会基础稳定是前提，而保障社会稳定的必
要条件则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善治善为。在这样的背景下，
通过不断地探索，历经千辛万苦，民法典终于横空出世，这
无疑为治国理政增添了信心和底气，成为治国安邦的又一利
器。民法本质上为“人”法，只有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保障
人民基本的民事权利，才能够调动人民参与社会发展和国家
建设的积极性，国家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繁荣富强。所以
说，民法典不仅秉承着“大同”的执政精神，还将成为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兴奋剂”和“催进剂”。

为民立法，强国图志。民法典不仅是强国之法，也是富民之
法。随着民法典的出台，必将会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强大势能，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保驾护航，在新时代迎来新曙光。

直播报告总结篇五

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让
中国人民饱受疫情的困扰,在这个万众一心度过疫情的时刻,
民法典的出台可谓是为人民打上一针“强心剂这是中国历第
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目的是全方位、多角度保障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回应
了民生的关键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次民法典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为目标,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时代要求,对我国现行
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
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与此相关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
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顺应
时代要求、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完备的民事法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