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公路安全隐患整改措施方案 安全
隐患整改措施(优秀9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适应环境和情况的变化。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
计划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双联户工作计划篇一

上午9:00,天气晴好，今天是村妇检的最后一天，我和村书记
陪同镇里的蒋书记及镇计生办王主任检查刘楼村妇检工作。
散会时村主任带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来到办公室，主任说：
这个小伙子是俺庄的，是一名离校大学生，名叫陶亚彬，有
点事想和新来的第一书记说说。

我递过一杯茶过去，小伙子很文静腼腆，说话怯生生的，农
村的风吹日晒使他脸变得黝黑，但仍从他的眉宇间看到不同
于一般农民的特质。不待他开口，村文书在一旁介绍说：小
伙子母亲早几年患病去世，为治病花光了家中的积蓄。但他
人穷志不穷，在20xx年发奋上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内的
一所大学。但天有不测风云，小伙子手捧大学录取通知书，
憧憬着大学校园生活时，父亲陶兴力8月份突遭车祸，造成半
身瘫痪，右眼残疾。生活的变故一下子击碎了美好大学
梦。“屋漏偏逢连阴雨”,母亲病逝已欠下了近十万元的外债，
如今给父亲住院治疗又花了近20多万元。尽管村里及亲戚邻
居尽全力帮助，但救命的钱尚不够，哪里能再去上大学呢。
小伙子兄妹4人，他是长子，为了照顾父亲，他只好含泪放弃
学业。这么多年来，生活的重担自然一下子落在了他身上。
他是有名的孝子，在我们这方圆十几里一提起亚彬弃学照顾
父亲的事迹，在同情他的同时，更多的是竖起大拇指啧啧夸
赞。



出于同情，更多的是出于对农村小伙子面对磨难坚强不屈的
精神而感动，我决定到小伙子家看看。

小陶家离村很远，约摸有10里的路程。10:30我们到了这个贫
困的家庭。当看到三间旧房暗缩左右高大楼房的阴影下，我
的心猛地一抖：现在农村还有这样低矮的老房。

小伙子忙端茶倒水。我说：“我们去看看你爸爸吧。”他说：
“爸爸大脑一直没有清醒，还不能说话。”走进东房，简陋
的家俱，但很干净。床上躺着一位50多岁的男人，长期卧床
的原因，脸孔是没有生机的苍白。显然神志不清，无法与人
对话，但病人的被褥洗涮得很干净。

和小伙子聊了很多，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当代新农民的一种顽
强拼搏，生生不息的力量，当不幸降临，他们不低头，敢于
和命运抗争。

晚上，躺在床上，小伙子的影子一直在心头徘徊。在大部分
农民富了同时，还有小部分农民因种种原因至今生活还很困
难，他们是弱势群体，但他们更需要党和政府的关心。

曾说过：“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
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
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谆谆教诲，让我感同身受地更加理解这句话的意
义，心灵上倍感充实!

巴金曾说过：”不是我有才能，而是我有感情!“

我知道在这短短的二年内要为他们力所能及地做些什么，我
只是比他们先进了城的农民，我们本是一家人。

兄弟，当你就要倒下的时候，我们会拉上你一把。



双联户工作计划篇二

20xx年9月，按照县委县*要求，我们驻胡家坨镇将军坨村驻
村帮扶小组3名帮扶队员来到胡家坨镇将军坨村，开展了驻村
帮扶工作。驻村工作使我们既得到了锻炼，又助力了成长。

怀着一颗爱民敬民的心，我们走进了将军坨村。驻村帮扶，
我们的一言一行，不仅代表了个人行为，更是代表党和*对将
军坨关怀的具体体现。驻村干部如果对群众没有感情，不仅
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会损害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
动摇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我们与接触到的村民交朋
友、“接地气”，实打实地给群众排忧解难，把这样的驻村
帮扶当成一场走亲访友的“亲情之旅”，当成送关怀送温暖
的实际行动。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虚伪的表情，我们脸上
洋溢着最诚挚的微笑，带着党的关怀，走访了村里的老党员
家庭，静心倾听了他们的心声。在走村串户的路上，我们和
村民们结交了深厚的感情，努力为村里办实事，办好事。几
个月来，街上的路好走了，土围墙换上了铁艺墙，村民广场
还新装了健身器材等等，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积极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提高将军坨
村群众们的幸福指数，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驻村帮扶工作一边面要联系群众，另一方面也要和基层干部
协调合作。与基层干部打交道的时间多了，通过他们也更加
深入的了解了基层工作的艰辛和重要。通过与基层干部的接
触，我们发现：一是基层人员编制少，工作任务量大;二是基
层财政所保障水*低;三是管理体制没有理顺，乡镇职能不对
称;四是乡镇财政缺乏自主财源，管理不规范;五是农村公益
事业发展建设落后，村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没有调动
起来;六是乡镇财政是财政管理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直接面
对广大人民群众，业务量大，服务项目多，服务难度大。这
次调研使我们对乡镇财政及基层干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
我们以后更好地完成各项财政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驻村期间，在村支部何*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我局帮扶的蔬
菜大棚基地和机井地。到了蔬菜大棚，我们被眼前绿油油的
蔬菜和长势可人的玉米地所征服了。这里的白菜、圆白菜、
辣椒长势喜人，一片丰收的景象。在此期间，我们还参观了
杏园基地，将军坨村有500多亩的杏园，还有50多亩杏园用于
发展观光采摘，带动全村林业发展。我局工作队在外出打工
农户闲置的院子里也培植了一个小蔬菜基地，有黄瓜、丝瓜、
茄子、豆角、生菜、西葫芦，还有水萝卜、胡萝卜、西红柿，
真是品种齐全、应有尽有。在仔细倾听村民和驻村工作队讲
解拔草的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拔起来，
过了一会儿，大家就熟练掌握了拔草的技巧，做起来游刃有
余。看着我们做起农活来如此利索，何*称赞道：“没想到你
们这些略带几分娇气的文弱书生，干起农活来，还真像那回
事儿，像你们这样能吃苦、肯吃苦，将来肯定有出息。”我
们听后，干起活来更起劲了。田间劳作不仅使我们在身体上
得到了锻炼，而且升华了我们的思想，并知道“一粥一饭来
之不易”，体会到了农民的勤劳、朴实、热情与艰辛。通过
田间劳作，使我们更加热爱这片热土，在以后的生活中，一
定会更加脚踏实地，艰苦奋斗。

通过这次驻村帮扶锻炼活动，我们理解了领导让我们来的意
图，青年干部深入到基层一线进行帮扶锻炼，就是要学习基
层先进经验，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接地气”，体民情，提
高自身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学习基层干部直接面对一线、面
对老百姓，克服困难、排忧解难的能力，学习村民那种不怕
吃苦、自力更生、纯朴善良的传统，通过锻炼，助力成长。

驻村期间，我们学习了锄草、浇地、对花、挖地、施肥等农
活，亲身感受了农民的不易;对基层教育现状有了深刻的认识，
对村干部“基层工作难”的心声有了切实的体会;对基层财政
有了更深的了解，提高了做好财政工作的能力;通过和农民近
距离的接触，实实在在地密切了干群关系。通过驻村锻炼，
小组成员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大家还收获了一
份珍贵的友情。驻村时间虽然短暂，但大家收获颇丰，这些



收获在我们的一生中都是弥足珍贵的。

双联户工作计划篇三

我们驻村“三送”工作队计划为村里修的通组公路有6条，总
投资165.6万元，涉及7个村小组。眼下，1条路已修好，1条
路即将完工;4条路已完成拓宽、平整路基，准备着手硬化。
修路工作可以说完成得较好。

修这些路，我们在资金上遇到一些困难。上级交通部门每公
里只能补11万元，征地、路基、硬化道路所需资金缺口比较
大。很多村民踊跃筹款筹资修路，但也有少部分村民不肯出
钱。

怎么让路更快地修起来?我们想到让各组群众进行比赛——比
一比哪个组的基础工作做得更好，哪个组群众的'积极性更高、
筹资更多更快，哪个组先把通组公路修起来。

这个想法，很快传达到涉及修路的7个村小组的理事会。我们
给了理事会做工作的时间，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反馈结果，
看看哪个组筹资更多、资金缺口更小，我们便先将项目资金
倾斜到哪个组，先修这个组的通组公路，边修路，边筹资。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应该让群众感觉到，修路不光是政府的事，不是“三
送”工作队“一头热”的事，而是大家的事，是群众自己的
事。

比赛，就是要让群众全部动起来，比干劲，比主体作用的发
挥，从而比出“三送”工作成效。我觉得，在做农村、群众
工作中，可以多一些这样的比赛。



双联户工作计划篇四

在市委召开了第二批驻村工作总结和第三批驻村工作动员会
议后，今年1月7日，在市科协党组*朱建明同志的带领下，工
作组成员便投入到村情调查工作中，采取召开村、组干部座
谈会，通过入户走访、谈心等形式。朱建明在总结2年来驻黄
沙村情况时指出：一是村班子团结，能做到出现问题及时解
决，出现大事不出村。这与有战斗力强，化解矛盾能力强，
促进村经济发展的村支部是分不开的。二是完成了公里的公
路硬底化工程，于06年10月通车；三是村委会办公楼于05年
底完成装修工程；四是村委会于06年底前完成了2股参股市高
新区的任务；五是全村77％的村民参加了县、镇的合作医疗
保障体系；六是全村计划生育工作在全镇处于领先水*。随后
朱建明一行还看望了该村的老党员，并慰问了困难户。

工作组在对黄沙村基本情况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并广泛征求
各村民小组意见，制定出了今年工作计划：一是在生产建设
方面，推广油茶种植。采取市科协补助种苗费和老茶树的嫁
接苗，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科技培训，二是在公益事业方面，
修缮农田水渠。改善农户生产环境等。

4月9日，市科协组织5名专家医生和各种科技书刊资料到黄沙
村开展科技下乡活动。上午10点义诊活动刚开始，各个专科
桌头上就挤满了前来求诊、咨询的村民。许多正在田里插秧
的群众得知消息后，光着脚丫就来到义诊现常不少老人自己
看病的同时，还抱着小孩也过来看看，检查完了才肯离开。
医务人员开出药单后，村民就拿着单子到拿药的地方取药，
然后高兴的离开。

结合当地村民的需要，市科协还为当地村民送去《种养知识
读本》、《油茶种植》等相关科技书籍，和其他的种养资
料1000多份。另外，还在活动现场悬挂了面向农村的`科普挂
图，引起了许多农户和学生的观看。



每年的5－7月份，是河源地区的主要汛期，为了在汛期里减
少对农民生产造成破坏，今年初就制定了对各村民小组的水
渠进行维修和修缮，市科协将积极筹集资金2万余元，对该村
的农田水利工程进行全面的修缮。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各村
民小组早在3月份就开始了对水渠的修缮工作，特别是形田村
小组的水渠，有600多米长，关系到下面的3000余亩的水田，
正是因为修缮的早，6月份的灾情才没有造成较大的破坏，农
户对该工程无不表示赞赏。村干部表示，在汛期过后，将没
有完成的工程尽早完工，为农户的生产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驻村工作组到村办
小学了解情况时，虽然教学楼去年进行了装修，但发现学生
桌凳依旧陈旧，为了让师生能有个理想的学习环境，经市科
协和村委会的努力，找到外出老板伍永辉，经共同协商，伍
永辉共捐了万元用于购置新的办公桌和学生学习桌凳。现在
走进校园，看着换然一新的教学楼，整齐有序的课室，洁白
的墙壁，加上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构成了一副美丽的画卷。

双联户工作计划篇五

2015年1月15日

一、基本情况

通渭县平襄镇双堡村位于县城西南，距县城20公里，全村辖7
个村民小组219户1148人。其中李岔社33户134人，李山社29
户130人，卢岔社35户158人，咀后社37户200人，岔口社16
户110人，双堡社27户129人，阳坡社42户287人。劳动力595
人，年均输出劳务人员232人以上，劳务创收81万元。现有贫
困人口175户918人，贫困面80%。其中享受农村低保51户197
人。

现有耕地面积6500亩，人均耕地5.7亩，梯田5120亩，川台



地86亩，坡地500亩。地形以山地为主，光照充足，气候干燥
寒冷，年温差大，平均气温7.4℃，无霜期140天左右，年降
雨量450毫米。人畜饮水以井水、窖水为主。全村主要以冬小
麦、玉米、马铃薯等种植作物为主。现有牧草面积880
亩，2013年大家畜存栏296头，其中牛存栏30头、三头以上养
殖3户，五头以上养殖3户；羊存栏 366只，规模养殖户1户。
全村人均纯收入1996元。平襄初中联系131名教职工联系贫困
户137户。

二、工作进展情况

（一）自全县双联行动助推精准扶贫工作会议以来，我校

及时召开会议，组织学习了省、市、县委关于双联行动助推
精准扶贫工作会议及文件精神。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工作任务，强化精准扶贫政策宣
传力度，结合学校实际，制定了《平襄初中开展“联村联户、
为民富民”行动精准扶贫帮扶计划》，成立了以贾凤兰校长
为组长的帮扶队，抽调专门人员分批次进行双联行动。

（二）为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确保行动顺利开展，活动开
展以来，通过宣挂横幅、设立永久性公示牌、张贴标语等形
式，使“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家喻户晓，累计悬挂横
幅6条，张贴标语30余条，加大村民精神文明建设，宣传国学
经典文化，赠送《弟子规》等国学经典书籍30余套，为行动
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宣传氛围；在加强宣传的同时，学校和
双堡村委会高度重视主阵地建设，以学校双联办公室为中心，
设立校、村双联办公室1间，配备档案专柜2个，档案盒10余
个，挂图3副，配套高低床2套，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
力的硬件保证。

众增收局限性大。根据以上情况，学校和双堡村负责人认真
研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帮扶计划及帮扶措施，并为农户拟
定致富的路子，脱贫的方子，确保双联工作远期有目标、近



期有措施，确保帮扶群众脱贫致富。

老师对双堡村籍学生的格外关心、关怀和关照密不可分，最
终，孩子们以骄人的成绩回报了家乡父老和所有关心他们的
领导和老师们，可喜可贺。

合计共涉及双堡村种植农户139户领取地膜483卷，预计

共铺秋覆膜亩数为966亩。同时，通过倾听群众愿望，热心为
群众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和帮扶计划。近期，学校组织
教师累计入户2批次；帮扶地膜60捆；帮助农户办理双联惠农
贷款3笔，合计金额13万元；向农户宣传惠农教育政策9
次，200余条；为改善双堡村村委会办公条件，学校无偿提供
电脑两台，帮扶高低床2套，及其床上配套“四件套”5套。

三、存在问题及2015年工作计划：

帮扶活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贫困户树立脱
贫致富信心。

2.在村址办公室制作挂图作战牌，统筹全局，协调配合，大
力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3.由现有的几家牛羊养殖户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在双
堡村掀起每家每户养殖牛羊的活动，每户养殖不少于10只。
并积极协调联系牛羊制品的销售渠道，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享受到双联惠民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实惠
和巨大收益。

4..因地制宜，结合双堡村小学已无学生在校的特殊情况，学
校贾凤兰校长将积极争取有关教育部门和平襄镇政府同意和
协调，学校将联系双联贷款预计20万元，在本地实现村民家
禽企业化养殖，帮助村民就业脱贫。



5.加大引洮工程的安装入户工作，教育引导村民积极完成自
来水入户管道安装工程，让贫困农户成为引洮工程的最大受
益对象，让老百姓吃上便捷放心的自来水。

6.大力实施劳务外出增收工程。积极组织青壮年参加劳动技
能培训，提高外输劳务人员的素质和技能，鼓励有条件的群
众外出务工，增加劳务收入。

校将会举办相关体育活动，主动加强学校和村上的交流和沟
通。

8.认真做好废旧地膜的回收工作。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环
境保护意识，实行“农业增产措施和地膜污染治理”并重的
方针，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以新旧地膜兑换再利用为手段，
组织专人及专业机械在废旧覆膜集中地的地区统一开展回收
工作，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今后我校将继续在县委及双联办的领导下，科学设计，合理
布局，继续2014年所做的工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扬长
避短，将部分没有完善的工作继续完善，争取让老百姓100﹪
满意。坚持把双联行动作为锤炼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的重要手段，促使党员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群众
能力，推动双联行动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高度融合，
形成了机关联村促发展，干部联户转作风，农民借力兴产业
的共促共赢局面，并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履行承诺，
紧盯双堡村脱贫致富奔小康这个目标不放松，创新思路，创
新方法，确保“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取得实效。

2015年1月15日

双联户工作计划篇六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双联”工作的组织实施,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双
联”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围绕为企业和职工办实事，
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主题讨论、研究部署2011年的
工作，制定了2011年“双联”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目
标、工作任务、工作步骤、工作措施和工作要求。

二、加强企业联系

建立了走访、办实事等制度。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安排，今
年我局的被联单位是商业行管办的下属企业，商业行管办为
参联牵头单位，我局“双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亲自带队
深入商业行管办的下属企业了解情况，加强同企业的联系。
听取联系单位意见，宣传党的有关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对
特困户进行摸底，建立了困难职工联系档案，结成了“一帮
一”帮扶对子。按规定安排经费补偿到位。商业行管办的下
属企业有8个：县百货公司、县友谊华侨公司、县五交化公司、
县商贸公司、县蔬菜公司、食品总公司、食品工业公司、糖
酒副食品公司，共有职工1255人，从2003年起全面进行食品
改制，所有职工全部下岗，终止劳动合同，至目前止，已有6
个公司通过食品改制验收，尚有食品总公司和食品工业公司
正在改制中，全系统共有特困职工89人，家庭特别困难的职
工有李正和、邓小艳、李秋锦、徐善顺、王小秋、何桂萍、
王增强、雷学凯等。

三、加强工作落实

我局始终把“双联”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列入重要
工作议程，摆到重要工作位置，机关和广大参联干部职工充
分认识到开展“双联”活动，是改进机关作风的重大举措，
是密切干群关系的一种好形式，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
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通过开展
“支、帮、促、送”活动，增强了机关职工为困难职工服务
的观念。尽力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加强了机关与人民
群众的联系，加快推进我县工业化进程。



一是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层层分解任务，责任落实到人。实
行局领导挂帅，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的“双联”工作机制。
紧密联系被联单位的实际情况，科学分析发展前景，帮助困
难职工提高就业技能，宣传就业优惠政策，为他们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鼓励他们自主创业，了解他们的愿望，听取他
们的心声，协助解决涉及到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确保职工
队伍稳定，为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是分析研究“双联”工作开展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解决问题。为使“双联”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建立、健全
了目标责任制度、定期通报制、定期督办制、考核奖惩制度。

三是健全完善领导走访制度，落实“支、帮、促、送”活动，
春节、中秋期间，局“双联”工作领导小组深入企业对困难
职工进行了走访慰问，每人赠送慰问金1000元。

稳定保大局、促进干部作风转变”等方面的作用。

二0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双联户工作计划篇七

按照以满足农户量基本需求为目的，优先改造量困难、最需
求群众的量危险房屋的原则，根据农村危房改造工程总体规
划， 各阶段的改造对象为:20xx年—20xx年主要改造五保房
一、二、三级危房;低保户一级危房;困难房一级危房;一般户
一级危房;茅草房;“整县推进”试 点工程涉及的二、三级危
房;20xx年—20xx年主要改造低保户、困难户、一般户二、三
级危房。

(一)五保户一级危房，户均补助2万元;

(二)五保户二级危房，户均补助万元;



(三)五保户三级危房，户均补助万元;

(四)低保户一级危房，户均补助2万元;

(五)困难户一级危房，户均补助1万元;

(六)一般户一级危房，户均补助万元;

(七)低保户、困难户、一般户二级危房，户均补助万元;

(八)低保户、困难户、一般户三级危房，户均补助万元;

上述补助标准为户均补助标准，各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在
切实体现体现公*、公正、公开和帮扶特困群众的前提下，在
不改变危改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以农民群众满意为基础，根
据危改户贫困程度、房屋危改程度实际情况，可对户均补助
标准进行适当调整。保调整后的补助资金必须根据危房等级
和农户贫困善状况划分补助档次，严禁“*均”或“普惠”等
现象的发生。下面以20xx安徽省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为例，
供大家参考。

农村危房改造是帮助住房最危险、经济最贫困农户，解决最
基本的住房安全问题，是市*实施的33项民生工程之一，20xx
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共下达我市 5700户农村危房改造任
务(其中宣州区800户、郎溪县1000户、宁国市1200户、泾
县900户、绩溪县900户、旌德县900户)。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对象重点是居住在危房中的农村分散供养五保户、低保户、
贫困残疾人家庭和其他贫困户。

(1)申请程序:农村危房改造实行农户自愿申请、村民会议或
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评议、乡(镇)审核、县级审批的程序，符
合条件的农户可向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

(2)补助标准: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以农户自筹为主，*补助为辅。



*分类补助标准为:1.五保户、农村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重建房屋户均2万元，修缮加固户均万元;2.其他贫困家庭重
建房屋户均1万元，修缮加固户均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