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扶贫驻村干部个人工作总结 扶贫工
作总结(精选5篇)

对某一单位、某一部门工作进行全面性总结，既反映工作的
概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缺点，也要写经验教训和
今后如何改进的意见等。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扶贫驻村干部个人工作总结 扶贫工作总结篇一

一、农村低保发放工作为使农村低保人员及时领到低保生活
保障金，截止在3月22日我乡扶贫办已全部发放完低保金。

二、贫困系统建档立卡录入工作

1、3月参加完市扶贫办组织“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贫困户建
档立卡的培训班后，我乡积极组织各村扶贫人员召开乡级扶
贫会议，将在市扶贫办培训的内容及有关扶贫开发文件精神
在第一时间传达给各村。

2、根据阿图什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发的关于下发《阿图什
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阿扶办字[20xx]7号文件。我乡为使农村贫困
人口得到有效扶持，确保新十年扶贫开发目标实现，并根据
中央、自治区、州扶贫开发工作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20xx年-20xx年)》精神，认真做到了对象识别，将现有贫
困户扶贫建档立卡纸质档案下发各村，要求各村要根据最新
的扶贫标准2300元如实调查修改填写，贫困户的确定严格按
照贫困程序开展。

3、对现有的2823户贫困户张榜公示，同时修改《贫困农户登
记表》。另外查看自愿申请的贫困户资格，并对新增加的366
户贫困户进行排查(进行阶段)。



三、整村推进工作

1、20xx年我乡整村推进严格依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规
划(20xx-20xx)》规划纲要，认真做好20xx年至20xx年整村推
进村工作。(确定村为阿尔帕勒克村、库都克村)

2、对确定的整村推进村实事求是，调查摸底，摸清村情、民
情，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调动群众积极性。

3、乡人民政府统筹安排，本着先易后难，并且起到能带动、
推动和示范作用，与新农村建设交通、民政、水利等部门积
极协调，争取国家专项和行业部门扶贫资金和项目。

四、对口帮扶工作

积极与各州、市直帮扶单位做好联系，做好对口帮扶物资资
金的统计工作。

扶贫驻村干部个人工作总结 扶贫工作总结篇二

责任到人”工作总结

自开展扶贫开发“双到”工作以来，县政协认真贯彻落实
《中

一、基本情况

横岗村有贫困户40户、_8人，其中，有劳动能力且有意

愿脱贫的34户、_1人。34户贫困户中，需要危房改造的有吴
有财、莫木志和伦广龙等3户。通过帮扶，20_年，34户贫困
户中，人均纯收入为2372元，人均比上年增长801元，平均增
长率为51%，超过了当地的增长率，有_户贫困户年人均纯收
入达到2500元以上，达到了脱贫标准。村的经济和社会各项



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横岗村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成效
显著，远近闻名。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加强指导，落实责任

为加强对扶贫开发“双到”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县政协成立
了以政协主席陈荣喜为组长,县政协副主席陈均宜、黄七娣、
詹琼秋、冯锦添、温谨圣为副组长的县政协扶贫开发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成立了由政协机关科室领导
组成的扶贫开发“双到”驻村工作小组。县政协扶贫开发工
作领导小组经常深入村研究帮扶推进帮扶的办法和措施，及
时了解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尤其是跟踪脱贫经济项目进
展情况，加强领导和指导。驻村工作组人员严格遵守纪律，
肩负起统筹协调沟通贫困户和帮扶委员的责任，定期或不定
期组织帮扶委员扶贫对接，做好脱贫项目和劳务输出的跟踪
落实，扎实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二)抓调查研究，制定帮扶措施

一是开展了调查摸底工作。20_年10月、11月，县政协领导带
领政协机关工作人员深入到横岗村贫困户家中调查摸底，了
解他们的家庭情况，贫困原因、是否有劳动力和脱贫意愿，
并对拟帮扶对象进行了公示，最终确定了34户为帮扶对象，
为开展扶贫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为便于管理，我们按
照“一户一档”要求，及时整理归档34户家庭情况登记表及
相关照片、录像，完成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将这些信息
实行电脑管理。

户进行了结对帮扶。同时，把当地的3名致富能手和31名党员
与34户贫困户进行联系。为了更好地将扶贫开发工作公开化、
信息化、透明化，县政协在横岗村村委会设立了扶贫开
发“双到”工作公开栏，该公开栏包括横岗村“规划到户、



责任到人”规划方案和34户贫困户结对帮扶内容。

三是制定好每户的三年脱贫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工作组广
泛征求贫困户脱贫意见，组织委员对接，让委员与贫困户商
讨脱贫大计，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了每户贫困户三年
的发展规划和20_年的计划，实现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
的“一户一法”目标要求。

四是扶贫先扶志。委员们抛弃繁忙的商务活动，通过入户、
电话联系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剖析贫困的根源，除了客观因
素外，主观因素是人穷志短。在帮扶工作过程中，委员们不
是简单的给钱给物，他们一方面，通过对帮扶对象进行扶贫
先扶志的说服引导，鼓励帮扶对象参加技能的培训，利用工
作之余学习文化知识，学习专业技能，掌握致富本领，克服
了自暴自弃和“等、靠、要”思想。另一方面对“零就业”
的困难户提供用工信息、联系工作岗位;对有劳力但就业无门
的帮扶户，主要的是扶志，重点从思想上帮扶，并为他们提
供就业服务等。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7个贫困户家庭实
行了劳务输出，输出人数达8人。

(三)抓宣传发动，促帮扶资金的落实

为解决帮扶资金和支持新型农村城镇化建设，我们通过政协

常委会议、政协全会、走访政协委员等方法，多角度宣传开
展政协委员扶贫工作的目的意义、方法步骤，争取委员的支
持配合。政协委员把开展扶贫工作作为致富后回报社会，做
善事的一件大事来抓，纷纷献爱心。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
金近60万元，人均5000多元，为开展帮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
经济基础。

(四)抓扶贫措施的落实，帮扶工作取得实效

象，给予提供沙糖桔种苗的支持。为达到增产增收目的，一



方面，组织贫困户参加镇组织的种植柑桔培训班，让他们掌
握技术。另一方面，组织种植沙糖桔富有经验的政协委员为
贫困户现场授课，做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20_年，虽然
遇到历史少有的自然灾害，减产严重，但大部贫困户的损失，
比其它农户少，有些还有所增加。

二是对有意向发展小型种养项目但又缺乏启动资金或者技

纯收入达1万多元，加上沙糖桔和其它收入，人均纯收入
超2500元，达到了脱贫标准，而且新建了建筑面积为100平方
米的水泥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

三是抓危房改造工作。经调查，34户贫困户中，有吴友财、
伦广龙、莫木志等三户贫困户需危房改造。我们把危房改造
作为帮扶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除了上级补助外，我们还发
动了政协委员捐资，其中，周浩生、潘斌洪委员为分别吴友
财捐10吨水泥、3000元，刘礼应委员支持20_元为莫木志建房。
目前，吴友财、莫木志已入住新居，伦广龙也完成了房屋主
体工程，圆了他们的安居梦。

长1.2公里、总投资1_万元的横岗街灯进行了安装，方便了村
民的出行，大大减少了治安案件的发生，提高了村民的幸福
指数。同时结合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大力抓好班子建设、
村级集体经济等工作。目前，班子建设得到了加强，村级党
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公信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形成
了一个团结和谐、充满生机活力的党组织。村级集体经济也
取得了较快的发展，20_年，村级集体经济纯收入达8万多元，
比上年增加了1.2万元。

二、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转变难度大。村民思想上“等、靠、要”依赖的思
维模式难以一下子有质的改变，仍需加大力度做通村民的思
想工作，树立自力更新、勤劳致富的观念，从根本上为日后



开展工作铺平道路。

(二)贫困户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接受
新知识、新科技的能力不强，市场经济观念薄弱，自身“造
血”功能差。

(三)有些贫困户所在的自然村条件差，发展基础弱脱贫成本
高，难度大。有些贫困户劳动力不足，短时间难以脱贫。

三、下一阶段工作思路

(三)继续不定期的组织政协委员进行走访帮扶活动，让委员
们与自己的帮扶贫困户加强沟通，增进感情，让委员们对帮
扶户的实际情况有更深的了解，为贫困户提供更多的致富信
息和技能。通过先富帮后富的方法，让发展的新观念、新思
路在贫困户心目中生根发芽，让委员们带动贫困户走上脱贫
致富的道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扶贫驻村干部个人工作总结 扶贫工作总结篇三

我汇报的题目是《以机制为基石，以行动促成效，确保贫困
人口参保全覆盖》。今年以来，在省市医保局和县委县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把医保扶贫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重大民心工
程、重要基础支撑，按照《×市医保扶贫工作方案》要求，
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倾力打造医保扶贫“××做法”。目
前，我县×年度低保人员×人已全部参保；特困人员×人已
全部参保；按脱贫享受政策管理人员共×人已全部参保，确
保贫困人口实现参保×%全覆盖。

前期基础工作做得好、底子打得牢，后期参保核对、动态调
整过程中，就会明显提高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
坚持把基础信息作为第一道关口，建立数据共享机制、信息
比对机制、审核报批机制、部门协作机制，确保基础数据真
实、准确。一是打破信息壁垒。联合县扶贫数据信息专班，



积极主动与民政、公安、残联等部门对接，核准我县贫困人
口人员明细，将各部门提供的人员明细发送至各乡镇（街
道），由乡镇医保所和民政办、扶贫办所掌握的贫困人员明
细做初步对比，实现数据信息共享共用。二是实行动态管理。
对全县医保扶贫工作情况统计分析和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反
复比对各类人群数据库，沟通县乡村三级和帮扶责任人，对
贫困户医保数据进行核准，为参保人员标识低保、五保和精
准扶贫等免缴费认定信息。三是严格申请审核。上一年度×
月×日前各乡镇报送精准扶贫认定信息申请，我局对各乡镇
报送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审核通过人员做扶贫标识，确
保参保人员次年正常享受医疗保险报销待遇。

第一步：对贫困人口进行参保初筛。针对贫困人口信息动态
调整，将新增脱贫享受政策人员、即时帮扶人员、低保、特
困人员及时纳入医保扶贫的保障范围。第二步：经第一步初
筛问题整改后，再次导出整改后我县×年度医保系统内所有
免缴费人员明细与精准扶贫标识明细，与扶贫信息专班提供
的人员明细、进行二次校对、交叉对比，在再次校对的过程
中又发现一类新的问题，精准扶贫人员个人缴费的已退费完
毕，但免缴费认定个别人员存在漏做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是采取即时补做免缴费认定。第三步：整改完以后，我
们第三次导出整改后我县×年度医保系统内所有免缴费人员
明细与精准扶贫标识明细，与扶贫信息专班提供的人员明细、
进行第三次校对、交叉对比，将比对结果再及时反馈给县扶
贫数据信息专班，形成了“闭环”管理的模式。在“三步
走”的过程中，我们每一步都进行了“回头看”，将“回头
看”工作贯穿于整个“三步走”的过程中，进行查缺补漏，
纠正偏差，进行“对症下药”、进行“精准施策”。

通过对增减人员明细进行反复校对、交叉对比，我们及时梳
理工作中发现的×个方面的问题，逐一制定了解决方案：第
一，对贫困人员失联的：与县扶贫办、公安局协调、与失联
家属家属进行沟通，对因失联人员不符合公安局系统的注销
户口人员、家属表示不放弃寻找的，我们为其继续保留医疗



保险扶贫待遇，确保失踪人员返回后能继续享受待遇。第二，
对贫困人员死亡、精准扶贫人员脱贫不享受待遇人员、低保、
特困人员取消待遇的：根据扶贫办提供的死亡信息，与殡仪
馆提供的死亡数据再次校对，死亡人员做医疗保险参保中断
和标识中断处理，标识中断于死亡的月份，保障死亡之前的
医疗扶贫待遇正常享受；脱贫不享受待遇人员名单（含低保、
特困取消待遇人员），做标识中断处理，但是免缴费认定保
留，确保脱贫不享受待遇人员当年度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正
常享受。第三，对精准扶贫人员在县外参保的：首先与本人
或家属进行沟通，向其宣传医疗扶贫待遇。选择回××县参
保的，我局立即与其参保所在地医保局进行协调，在当地医
保局完成退费后，我县及时进行免缴费认定和扶贫标识。对
于经乡镇工作人员协调、包村干部沟通宣传扶贫政策后，依
然自愿放弃回××参保的人员，我们请其提交自愿放弃医保
扶贫待遇承诺书。第四，对贫困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目前，我县精准扶贫人员有×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我们已汇总形成台账，定期进行核对，一旦其职
工医疗保险中断，及时为其参加居民医保。第五，对贫困人
口个人缴费的：一是对精准扶贫人员，按照相关要求全部予
以退费，今年共退费×人。二是对低保、特困人员，×年×
月×日前认定的，均予以退费，今年共退费×人；×年×
月×日后认定的，缴费人员不再退费，未参保的人员进行免
缴费认定。第六，对贫困人员信息错误的：比对医保和扶贫
系统，对于因变更身份信息核对不到参保信息的，经与乡镇
核实确定身份信息变更后，把医保系统内已参保的正确信息
反馈至县扶贫数据信息专班。第七，对贫困人口无参保缴费
信息的（既无缴费也无免缴费）：对无缴费也无免缴费的人
员进行核对原因，确定确实为死亡、婚出人员（民政局反馈
已在集中征缴期告知家属取消低保，个人缴纳居民医疗保险）
的，不再进行参保标识。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离上级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
还有一定的差距。下一步，××县局将按照省市部署要求，
紧抓医保扶贫这条主线，落实各项扶贫政策，履职尽职，狠



抓落实，主动作为，靠前作为，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出应有的贡献！

扶贫驻村干部个人工作总结 扶贫工作总结篇四

我中心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把定点帮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
政治任务来抓，成立了以中心主任李兴建为组长的扶贫工作
领导小组，明确专人具体分管，工作组下设，确定办公室主
任为联络员。

年初，中心扶贫领导小组到达定点帮扶的xx镇梓南村，确定
了20户帮扶对象，并与之签订《扶贫工作目标书》，为贫困
户脱贫致富想办法出主意，制定经济发展的、措施。我中心
决定在“科技、科技示范、科技”三个方面为帮扶提供帮扶
措施。直接到村上门服务5次，期间帮助该村搞好环境综合治
理规划，协助搞好计划“三结合”工作。结合芦溪镇伍柏村
的实际困难,向每户贫困户捐赠钱物达400元，共计8000元，
切实地为贫困户办、办实事。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在金秋助学
中,对1名贫困生进行了现金资助,资助金额达xx元,帮助其解
决学费及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我中心利用自身优势，组织惠民培训，针对贫困户缺知识、
少技能、外出务工难的的实际情况为其免费进行了电工、焊
工、缝纫、计算机、家政服务等职业技能培训，力争让帮扶
的贫困户逐渐摆脱贫困。

在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同时，我中心还对定点帮扶梓南村
农户开展普法教育，进行法制培训，发放法制宣传，帮助村
民提高了法律意识，帮扶对象全年无一例违法现象发生。期
间，我中心选派骨干工作人员到村、到组、到户，进行了大
量的群众走访，了解群众疾苦，切实解决当地群众的生产和
生活困难。



扶贫驻村干部个人工作总结 扶贫工作总结篇五

一、挂点村基本情况

某某村位于某某镇的东北角，某某国道穿越全境，与某某镇
国道上接壤，总面积6平方公里。全村共有31个村民小
组，865户3452人，总劳动力1745人，其中小学生数326人，
初中生数126人，高中数68人。耕地面积2312.03亩，人
均0.67亩，有效灌溉面积1230亩，旱涝保收面积760亩，果园
面积420亩。党员73人，村“两委”干部6人。全村共有148户
贫困户，共456人。其中扶贫户91户，303人;扶贫低保户24户，
82人;低保户26户，63人;五保户7户，8人。我局共有工作人
员6名，在某某镇某某村挂点联系了15户农户，全部属于扶贫
开发户。

二、主要工作情况

(一)成立组织机构。成立某某县体育局20某某年精准扶贫工
作领导小组，某某局长担任组长，某某、某某副局长任副组
长，某某、某某、某某等其他干部任成员。

(二)深入了解致贫原因。经深入了解，发现某某村村民致贫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低文化素质致贫。文化贫困
导致人们思想安贫守旧，观念落后，一些贫困户生活标准低，
有的听天由命，消极悲观，缺乏脱贫信心和勇气，有的两眼
朝上，依靠国家救济，“等靠要”思想依然存在，有的观念
保守，不愿接受新技术，甘愿受穷。二是年老多病致贫。个
别家庭成员年老体弱，或患大病，或患慢性病，或丧失劳动
力，而亲戚儿女不能资助和赡养而导致贫穷。虽然通过农村
合作医疗和民政救助缓解了部分经济压力，但高额的医疗费
用如同无底洞，依然是此类家庭称重的负担。三是劳力缺乏
致贫。由于家庭本身缺乏劳动力，家庭单靠传统的种植业为
生，产出的农产品又无法外销，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四是其
他原因致贫。如由于自身残疾，无法从事劳动生产;天灾人祸



使本来富裕的家庭被掏空家底而陷入困境;子女上学经济压力
大等。

(三)帮助农户脱贫成效明显。一是深入结对帮扶贫困户，全
面了解沟通发展思路，填写好某某市精准扶贫信息表，并录
入管理系统。二是制定详细精准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具体帮扶措施，在产业、就业、保障等方面全力提供帮助。
三是认真抓好防汛抗灾工作，深入农户家中宣传防汛抗灾知
识以及应对措施，查看水库、山塘、水坡等地质灾害易发区
域的情况变化，做好预警工作。四是做好“一本通”相关工
作，组织帮扶干部和农户认真填写好“一本通”，并要求干
部、农户要完全一致。五是根据农户不同的特点，经常性的
和他们保持联系，询问发展规划和要求，长远打算和近期打
算，及时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给予解决。六是与县有关部
门、乡镇、村里联系，要求各方面给予我们连挂的农户更多
优惠政策。七是全面完成20某某年脱贫户的信息录入。20某
某年我局连挂的农户共有3户，加上20__年的脱贫户，我局
共9户贫困户脱贫，剩下6户未脱贫。

(四)完善精准扶贫信息。按照市、县、镇的有关要求，积极
上户落实贫困户信息，并及时将贫困户信息录入到扶贫系统
内。目前，我局联系的15户贫困户信息已全部在系统内进行
了录入，并关联到了我局各干部。

三、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打算

(一)存在的问题

1、贫困户对于精准扶贫的认识还不够;

2、脱贫的具体措施还需进一步精细。

(二)下一步打算



1、加大精准扶贫工作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宣传横幅、公告、
广播电视、手机群发短信、微信等手段，广泛宣传精准扶贫
的相关政策，使广大群众深入了解精准扶贫工作，以便更好
的开展工作。

2、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坚持宜农则农，发动有能力的贫困
户发展脐橙、油茶、西瓜、甜玉米等特色优势产业和生猪、
鱼养殖业，提高特色产业开发效益。

3、探索建立产业发展带动机制。积极引导承包土地向专业种
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流转，提高
贫困户的组织化水平，让贫困户从产业发展中获得更多收益。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帮助挂点村搞好
道路建设、养护，完善排水、灌溉渠，协助做好村容村貌治
理等。

5、鼓励提升就业技能。大力落实“雨露计划”等政策,鼓励
贫困户参与“新型农民职业培训”，提升贫困家庭劳动力创
业就业技能。20某某年实现70%贫困户通过培训提升劳动就业
能力。20____年前全部培训完成。

6、按照市、县、镇的有关要求做好其他有关扶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