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扶贫日活动简报(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学校扶贫日活动简报篇一

《珍惜粮食，告别浪费》

一直以来，我校的食堂中浪费粮食的现象较为严重，一盆饭
菜只吃了几口就倒入饭缸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几乎动也
不动就将饭菜整盆倒掉。在我看来，这种行为，倒也不全是
由于饭菜不合口味，似乎更像是一种习惯了的行为，一种不
把浪费当作一回事的坏习惯。可能有同学会认为：饭菜不对
胃口是导致浪费的主要原因。的确，从客观上看，食堂饭菜
的种类与质量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然而这是否就是造成大量
浪费现象的主要原因，却值得商榷，因为在我们周围大多数
的同学能够能将饭菜吃完，这就是个很好的回答。

对于食堂的浪费现象，有同学会觉得无关紧要。的确，一个
人的浪费看起来不要紧，但许多人的浪费就不一样了。让我
们来计算一下，假设我校500位同学每人每天浪费50克米饭，
那么一天就要浪费25千克，一个学年下来就有1万斤，这么多
粮食，足够一个三口之家吃上7年，如果再考虑蔬菜就是个更
为庞大的数字了。

也许会有同学认为：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了，物质也丰富了，
倒掉一些粮食也不是什么大事。那么请看看这样一份数据：
截至20__年底，我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仍有2365万人，
这，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人口，仍旧有如此之多的人过
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况且，我国还是一个粮食进口大国，



“十一五”期间，预计粮食缺口仍有1000亿斤。可见，节约
粮食还是必要并且紧迫的。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希
望我们行动起来，让“节约”这一传统美德，在校园中绽放
光芒。

学校扶贫日活动简报篇二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扶贫攻坚。毋庸讳言，扶贫脱贫是
一项艰巨任务，更是一项长期积累的问题。世界上任何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都存在贫困问题，也都面临扶贫脱贫的艰巨任
务。唯有中国共产党才会立下铮铮誓言：“让贫困人口和贫
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这既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新任务、
新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执政党
向世界所做的宣言。

但是脱贫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通过产业扶贫、民生扶贫等
模式来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需要的是所有人的努力，十九
大中就指出，脱贫攻坚，要全面动员全国和全社会的力量。
经过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工作后，党中央已经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九大报告则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新策略和新机制。这表
现为：一是要全面动员全国全社会力量。扶贫脱贫的是我党
的头等大事，也是头等难事。没有全国动员、全民参与，集
聚全社会的力量是难以取得胜利的。

二是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九大报告是要在继续坚
持“精准扶贫”进一步提出了“精准脱贫”的新策略。三是
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组织落



实、明晰职责是打赢扶贫攻坚战的保障。十九大报告创新地
把各级组织的责任进行细分和明确，也就确保了精准扶贫的
有效运行和机制畅通。

让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精准扶贫的战略部署，瞄准全面小
康的宏伟目标，出发！前进！

谢谢大家！

学校扶贫日活动简报篇三

学校党支部、校长室按照调武陟县教育局的扶贫帮困工作部
署，坚持构建和谐校园的科学发展观，开展多种帮困活动，
深入探索扶贫工作的新路子，做到不让一名学生因为家庭贫
困而影响学习，现总结如下。

一、学校领导重视，全体教师积极响应

为了切实抓好扶贫帮困工作，学校成立了扶贫帮困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了办公室。由荆所荣校长任组长，王习庚副校长
任副组长，教务处、政教处、团委、总务处、工会、各班主
任、广大教师积极响应。各年级先后开展贫困生摸底工作多
次，摸清贫困生家庭状况，做好贫困生建档工作，明确助学
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二、制定帮困措施，扎实推进帮困工作

我校根据调武陟县教育局扶贫帮困工作安排，认真学习了文
件并根据文件精神制定了《学习有困难学生帮困措施》和
《学习有困难学生帮困计划》。根据措施和计划做好宣传和
布置工作，在教师例会、班主任工作会等各种会议上做好动
员，发动广大教师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争当扶贫帮困的积
极分子，共同搞好扶贫帮困工作，构建和谐校园。



三、工作落实到人，温暖送进家庭

贫帮困结对对象，由校长、副校长、各处室负责人等一一结
对。平时经常与这些学生谈心，帮助他们克服生活、学习上
的困难，努力学习，争取有更出色的成绩立足于竞争激烈的
社会之中。

四、延伸帮困意义，形成帮困“人文化”

组织了多次扶贫帮困活动后，学校发现全体师生的热情很高，
出手大方，这为我校的“人文帮困文化”——学校另一种文
化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我校提出了“人文帮困”的理念，要
进一步发挥帮困的育人作用，除了物质帮困，还更需要人文
帮困，以及整个帮困活动的人文化。这是帮助贫困学生在物
质帮助之外的`另一层次需求，包括如何克服贫困家境带来的
自卑心理、如何更快融入集体生活环境、如何正确规划自己
的未来发展，对贫困学生这些需求的满足，有时比提供物质
帮困更重要，因为物质帮困只能解决生存的问题，而人文帮
困，则关系到贫困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为此，在2015年学
校成立了“心灵驿站”，定期或不定期地为这些学生作心灵
沟通，帮助他们端正思想、树立信心、确立自己的崇高理想。

扶贫帮困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寒门学子的未来，关系到
和谐社会的创建，任重而道远，我校力求在各级部门的领导
下，在社会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将这项工作做得更完善，让
每一位同学都能感受集体的温暖，社会的关爱。

武陟县龙泉一中

2015年10月17日

我校按照县教育局的扶贫帮困工作部署，坚持构建和谐校园
的科学发展观，开展多种帮困活动，深入探索扶贫工作的新
路子，做到不让一名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而影响学习，现总结



如下。

一、学校领导重视，全体教职员工大力支持。为了抓好扶贫
工作，学校成立了扶贫帮困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了办公室。
学校领导亲自挂帅，教务处、会计室、各班主任具体落实，
广大老师积极响应学校“每名教师进十家，温暖送进每一
户”号召，各年级先后开展贫困生摸底工作多次，摸清贫困
生家庭状况，做好贫困生建档工作，明确助学思路，然后有
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二、工作落实到人，温暖送进家庭。学校对贫困学生的帮扶
工作落实到各班、各部门、各责任人，做到每个贫困生都有
人关爱，每个贫困家庭都能感受学校的温暖。通过第一阶段
摸底工作我校确定赵静等9名同学为上一年度扶贫帮困助学金
发放对象，在上学期末由刘世攀副校长、教务处徐进文主任、
以及团委陈涛书记等亲自将助学金送到贫困学生手中。每到
一处，他们都要同家长促膝交谈，询问他们对学校还有什么
特别的要求。同时确定凌杰等18名同学享受团县委希望工程
捐助对象。学校还组织全体师生为患病的林春敏同学捐款，
短短半天时间，就筹集捐款7000余元。当把这笔捐款送到林
春敏同学家中的时候，他的父母连声感谢。林春敏同学自己
也表示一定会振奋精神，刻苦学习，报答学校、社会和父母
关爱。

三、争取各方力量，拓展扶贫助学途径。众人拾柴火焰高，
经过各方努力，周边的好几个企业主已经答应向我校的林浩
男等同学每年捐赠600元，以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各村委
会也各自负担相应人数的贫困生，为他们勤奋学习解除后顾
之忧。另外学校还千方百计联系社会人士为贫困同学献爱心，
解决贫困学生的后顾之忧。

扶贫帮困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寒门学子的未来，关系到
和谐社会的创建，任重而道远，我校力求在各级部门的领导
下，在社会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将这项工作做得更完善，让



每一位同学都能感受集体的温暖，社会的关爱。

政教处、团委

2015.12.1

我校按照县教育局的扶贫帮困工作部署，坚持构建和谐校园
的科学发展观，开展多种帮困活动，深入探索扶贫工作的新
路子，做到不让一名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而影响学习，现总结
如下。

一、学校领导重视，全体教职员工大力支持。为了抓好扶贫
工作，学校成立了扶贫帮困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了办公室。
学校领导亲自挂帅，教务处、会计室、各班主任具体落实，
广大老师积极响应学校“每名教师进十家，温暖送进每一
户”号召，各年级先后开展贫困生摸底工作多次，摸清贫困
生家庭状况，做好贫困生建档工作，明确助学思路，然后有
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笔捐款送到林春敏同学家中的时候，他的父母连声感谢。林
春敏同学自己也表示一定会振奋精神，刻苦学习，报答学校、
社会和父母关爱。

三、争取各方力量，拓展扶贫助学途径。众人拾柴火焰高，
经过各方努力，周边的好几个企业主已经答应向我校的林浩
男等同学每年捐赠600元，以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各村委
会也各自负担相应人数的贫困生，为他们勤奋学习解除后顾
之忧。另外学校还千方百计联系社会人士为贫困同学献爱心，
解决贫困学生的后顾之忧。

扶贫帮困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寒门学子的未来，关系到
和谐社会的创建，任重而道远，我校力求在各级部门的领导
下，在社会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将这项工作做得更完善，让
每一位同学都能感受集体的温暖，社会的关爱。



政教处、团委

2015.12.15

学校扶贫日活动简报篇四

一、学校领导重视，全体师生大力支持。

为了抓好扶贫工作，学校成立了领导小组，由李一杰校长任
组长、王国山、梁文武任副组长，政教处、少先队、后勤处、
各班主任、广大教师积极响应，明确思路，有步骤的实施。
做好宣传工作，在教师例会、学生大会、班主任工作会、教
研组长会做好了动员，发动广大师生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
争当扶贫帮困的积极分子，同时，在师生中征集扶贫帮困的
好点子，广集思路，共同搞好此项活动。

二、工作落实到人，温暖送给每一个学生。

对于扶贫帮困工作，我校做了详细的分工，比如党支部负责
联络、交流；政教处中，学校每期都由校长、工会、少先队
负责对贫困生进行摸底,尽可能的解决实际问题,在贫困生摸
底工作中，摸清贫困生家庭状况，做到每个贫困生都有人关
爱，每个贫困生都能感受到学校的温暖；为他们送去学习用
品、生活用品等。鼓励他们刻苦学习、报答社会。 本月13日
是第一次为贫困学生捐物，以后还要继续进行此项活动，时
刻关注每一名贫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三、节约一天零用钱，扶助贫困学生。

四.在教师中开展 献爱心活动。

为社会献上一份爱心是我们责任, 扶贫帮困关系到千家万户，
关系到教师学生的生活，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创建，我校力求



在各级部门的领导下，在全体师生、社会热心人士的帮助下，
将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学校扶贫日活动简报篇五

老师们，同学们，早上好！

我今天与大家交流的主题是：珍惜粮食，崇尚节俭，是我们
国华人修身的基本之一。

本周10月16号，是世界第31个粮食日，10月17号，是世界
第19个扶贫日。不知这是世界粮农组织与联合国组织的有意
所为，还是无意中的巧合——让世界贫困日与世界粮食日连
得如此紧密，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世界的贫困与粮食的贮
量息息相关，消除世界贫困的首要一点就是解决世界人口的
粮食问题。在我国，珍惜粮食，崇尚节俭更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更有
“粒粒皆辛苦”的古训，这足以证明我们的国民上上下下把
粮食问题看得是多么的重要。

关于珍惜粮食的意义，早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
我不想多谈。而我要说得是，对于我们国华的学生来讲，珍
惜粮食，崇尚节俭这是我们修身的基本之一；珍惜粮食，就
该珍惜每一口饭菜；珍惜每一口饭菜，就是珍惜拥有，就是
我们对社会上所有帮助我们的热心人士的最好的感恩。

那么，我们该如何崇尚节俭，反对奢侈呢？

我觉得，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我们就应该从珍惜每一口饭
菜做起。曾几何时，在我们这个校园里，也曾出现过馒头咬
了一口，就扔进垃圾桶里的现象，鸡蛋拿回去放着不吃，结
果是坏了不得不扔掉的现象，好在我们的老师及时地发现了
这个问题，对同学们进行了及时的耐心的说服教育。今天，
这样的现象已经被杜绝了，但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现象之



所以被杜绝，是许多同学苦于学校的纪律约束，而不是真正
地从思想高度，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所以，
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想要告诉同学们：今天，我们身处国
华，珍惜每一口饭菜就是对杨叔叔最好的感恩；珍惜每一口
饭菜就是对帮助过我们的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最好的感恩。
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地领悟到感恩地，感恩
的真谛。因为在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看起来我
们所珍惜的仅仅是一口饭菜而已，其实这是对杨叔叔劳动成
果的尊重；相反，如果我们浪费了，那就是对杨叔叔劳动成
果的一种无视，一种亵渎。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明白，珍惜每一口饭菜就是我们国华
学子的社会责任感的最好体现。我们置身于今天的中国，虽
说在袁隆平等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工作者的孜孜努力之下，我
们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人
口已超过13.6亿，每年的净增长是1200多万人；人均耕地面
积1。4亩，是世界人均值1/4；目前耕地面积正以每年300多
万亩的速度减少；全国40%的城市人口消耗的粮食还依靠进口。
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这10年，我国耕地减少了1亿多亩，年
均1000万亩。因此减少粮食每年500多亿斤。而且现在这个减
少速度仍然在不断加快。乱占耕地、挖沙、土地质量下降、
荒漠化等种种现象正在蚕食着耕地。我国的现实情况是，耕
地在一天天减少，人口在一天天增加，我们正在用占不到世
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着超过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因此，
人多地少的现实，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不容小觑，
早在十年前就有人做过一组数据分析，我国谷物、棉花，肉
类的产量均占世界第一，可是按人口平均，人均有粮食仅362
公斤，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一些发展中的国
家。更让人感慨的是，新中国的今天不是比一千多年前的唐
宋王朝版图大了很多吗，可是由于人口猛增，人均占有的粮
食竟比唐宋时代还少了200多公斤。 所以，珍惜每一口饭菜，
节约每一粒粮食，对我们的国家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1、珍惜粮食，避免剩餐，减少浪费。



2、不攀比，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

3、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剩菜。

4、看到浪费现象勇敢地起来制止，尽力减少浪费。

5、做节约宣传员，向家人，亲戚，朋友宣传浪费的可怕后果。

6、不偏食，不挑食。

7、到饭店吃饭时，点饭点菜不浪费，若有剩余的要带回家。

8、积极监督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及时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

最后，让我们所有的国华人都行动起来，自我修身，从珍惜
每一口饭菜做起，珍惜粮食，崇尚节俭，尽到我们每一个公
民的社会义务和责任。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