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工作总结(精选5
篇)

总结是写给人看的，条理不清，人们就看不下去，即使看了
也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达不到总结的目的。那么，我们该
怎么写总结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
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工作总结篇一

以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宾馆等场所和经营单位为主体，
培育一批放心舒心消费示范景区、示范餐饮、示范酒店。建
立健全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抓好《省旅游经营服务严惩
失信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县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实施
意见》《县旅游不良信息公示制度》《县旅游行业失信惩戒
制度》《县旅游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落实，强化行业信用
约束。

牵头单位：县旅游发展局

责任单位：县人民政府、县政府法制办、县工质食药局、县
发改经信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县文广新局、县卫
计局、景区管理局。

（二）开展食品药品行业放心舒心消费创建工作

以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县”、“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农
村食品安全示范店”为着力点，培育打造一批食品安全示范
典型，树立行业标杆，提升食品安全放心度。加大食品生产
源头监管执法力度，督促引导企业建立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深入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提档升级行动，扩大
“明厨亮灶”建设覆盖面，创餐饮消费服务品牌，严厉查处
食品、药品、保健食品非法添加、非法声称、欺诈和虚假宣



传等行为，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监管。

牵头单位：县工质食药局

责任单位：县人民政府、县教育局、县环林局、县农牧局、
景区管理局。

（三）开展通信行业放心舒心创建工作

推进光纤通道建设和宽带扩容工程，着力加快宽带和4g网络
建设，扩大交通沿线网络覆盖面。规范通信企业经营行为，
提高服务质量，建立通信服务承诺、消费投诉首问、先行和
解、先行赔付等快速维权机制，依法查处通信企业侵害消费
者权益行为。

牵头单位：县发改经信局

责任单位：县人民政府、县消委会。

（四）开展快递行业放心舒心消费创建工作

强化快递行业诚信品牌培育。严格快递许可，推进快递网点
标准化建设，指导快递企业争创“放心舒心消费快递示范
店”，打造一批形象统一、设施齐全、服务规范、安全放心
的快递业示范网点，促进快递业发展。强化宣传教育培训，
规范快递服务经营行为，健全快递企业信息监管机制，提升
快递行业服务质量，加强快递市场监督管理，健全快递投诉
快速处理机制，依法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

牵头单位：县邮政管理局

责任单位：县人民政府、县公安局、县工质食药局、县消委
会。



（五）开展交通行业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引导交通行业经营者及时处理消费者有关交通运输服务质量
的投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运输秩序;加强对车辆维修行
业的监督管理，透明、净化维修市场环境，完善机动车维修
服务领域的监管规范和有关标准;加强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
构的监督管理工作。

牵头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责任单位：县人民政府、县公安局、县景区管理局。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工作总结篇二

（一）打造完善“四个一”

“一中心”：即建立“县市场主体信用信息交换中心”，挖
掘经营主体数据，实现旅游、工质食药局等各部门的行政许
可准予、变更、延续和行政处罚信息等数据实时传递、无障
碍交换、信息共享；“一网”：即建立“县市场主体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建立信息公示制度，建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
失信惩戒机制，由相关部门对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
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一码”：即建立消费市场
主体信用二维码扫描查询维权系统，让消费者通过手机扫描
经营场所展示的信用二维码，快速查询经营主体登记信息、
信用信息、监管信息和经营信息;“一平台”：即建立一个微
信公众维权平台，引导消费者通过扫描商家二维码的方式进
入消费维权平台，快速解决消费纠纷。

牵头单位：县工质食药局

责任单位：县人民政府、县发改经信局、县旅发局、县公安
局、县城乡建设住房局、县农牧局、县卫计局、县文广新局、
景区管理局。



（二）用好一店一码

在11个特色街区、景区、市场、商场、企业、推行“一店一
码”运用，建立放心舒心消费微信公众平台，实现11户参创
经营主体“一店一码”全覆盖（一个经营主体一个微信二维
码）。

牵头单位：县人民政府

责任单位：县工质食药局、县发改经信局、县旅发局、县公
安局、县城乡建设住房局、县农牧局、县卫计局、县文广新
局、景区管理局。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工作总结篇三

强化旅游软硬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全域
旅游建设，大力强化“三态三微”建设，树立全域、全时、
多元旅游发展理念，整合全县旅游资源，挖掘旅游文化内涵，
推行差异化发展模式，开发具有多样化、差异化特征的旅游
产品。精心谋划和实施精品项目，加快培植一批新的龙头带
动景区，带动全县旅游组团化、联动式发展，强化品牌打造，
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旅游品质，提高旅游舒适度，做优旅游
品牌。

牵头单位：县旅发局

责任单位：县人民政府、县发改经信局、景区管理局。

（二）做优区域品牌

以做优做强做大“净土”区域品牌为核心，加快全县农畜产
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积极申报“三品一标”，建立完善县
级、县级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评选认定和支持架构，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营



销组织等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抓好县生态农产品协会、牦
牛产业联盟等产销团体的规范、有效运转。

牵头单位：县农牧局

责任单位：县人民政府、县发改经信局、县环林局、县工质
食药局。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工作总结篇四

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将质量强县战略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全面加强质量监管，持续提
高产品、服务的质量水平、质量层次和品牌影响力，促进质
量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二）进一步提升生产领域产品质量

加强生产加工环节产品质量监管，严格生产者质量主体责任，
完善质量诚信体系。开展质量问题产品专项整治和区域集中
整治，严厉查处质量违法行为。

（三）进一步提升流通领域商品质量

引导经营者落实进货检查验收、进（销）货台账、商品质量
承诺、不合格商品退市、问题商品退换货、经营者首问和赔
偿先付、消费纠纷和解等制度。加强老年用品、婴幼儿用品
的商品质量监管；加强农村日常消费品质量监督检查。

（四）进一步提升服务领域质量

实施服务质量监测基础建设工程，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引导
网络交易、健康、养老、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经营者诚信经
营，有效规范服务行业市场秩序。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工作总结篇五

经营者是消费维权第一责任人。建立“谁生产谁负责、谁销
售谁负责、谁提供服务谁负责”的责任制。引导鼓励经营者
建立产品质量追溯和服务责任追溯机制。建设快速解决消费
纠纷的绿色通道，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实现经营者诚信守
法、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
造活力。

（二）建立自我管理的行业自律机制

发挥行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净化的作用。推动
行业协会商会建立健全行业经营自律规范、自律公约和职业
道德准则，规范会员行为。

（三）建立多方参与的社会监督机制

加强消费教育引导工作，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和能力，引导
消费者理性、依法维权。充分发挥各级消费者协会的作用，
通过开展消费者评议等方式，督促经营者守法经营。推动落
实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实现从主要维护消费者个体利益向更
多维护整体利益转变。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宣传诚信经营的
正面典型，曝光违法经营的不良商家和不法行为。

（四）建立协同联动的行刑衔接机制

公安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行政执法和维权工作，处理相关
行政部门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加大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
品、虚假宣传、商标侵权、欺诈消费等经济违法行为的打击
力度，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进一步完善交通事故
快速处理机制，缩短交通事故的处置时间，避免交通事故造
成的道路拥堵，确保道路通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