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工作下一步计划 社区工作计划(通
用5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很快就要开展新的工作了，
来为今后的学习制定一份计划。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目标，
分析现状，确定行动步骤，并制定相应的时间表和资源分配。
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计划书范文，我们一
起来了解一下吧。

社区工作下一步计划篇一

社区书屋的建立、发展、扩大是为了不断提高社区居民文化
需求和社区文化建设的需要，对于中房社区的发展建设起着
推动作用。对此xx社区对书屋服务工作的管理拟计划如下：

1、社区书屋要在资金来源方面多想办法，多动脑筋。社区书
屋以社区作为依托，多方面寻求社区内各类单位的协作和帮
助，丰富资金来源方面的渠道，解决社区书屋的硬件条件，
为广大居民提供更好的借阅条件。

2、社区书屋要根据居民需求增加图书种类和数量，拟增加至
千册以上。根据居民年龄、学历等多种不同条件，书屋 需要
增加大量的图书以满足居民对于借阅的需求。计划开展单位、
居民个人的捐赠图书活动，将大家放在家里的图书集中到一
起，使其发挥更大的功效和作用。

3、完善社区书屋的管理制度，拓展书屋的功能。在有可能的
条件下，建立电子借阅图书和资料。除了图书以往的音乐、
电影等资料一样也可以成为书屋的工作内容，成为社区文化
建设的一部分。

4、加强书屋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学习，提高书屋的服务和管理
水平，使其真正成为图书馆的一种延伸和发展，使资源得到



最大的共享。

5、社区以书屋作为依托，打算开展活动若干，现在计划中的
是，为广大居民提供网络学习。网络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标
志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是现在社区居民中，尤其是中
老年群体对于网络并不熟悉。我们以此为切入口，开展网络
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网络，熟悉网络对社会生活的改变，
同时也借此推广社区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可以让广大居民足
不出户在网络上就能了解社区动态。

当然关于社区书屋的发展，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了解的地方，
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开展社区内的多领域合作，开展社区
工作的新的模式和局面。

社区工作下一步计划篇二

家卫生城市是市委、市政府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对于推动
我市两个文明建设，再造综合比较优势，营造整洁、优美、
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结合
我社区工作实际，特制定200x年度健康教育工作计划如下：

1、积极开展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活动，为辖区居民提供法律、
卫生、家教等方面的服务。依托刺桐卫生院对社区居民进行
全面入户健康检查，并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卡。

2、在社区内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工作。使社区居民基本卫生知
识知晓率达70%以上，居民健康行为形成率60% 以上。

3、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情况，以保证水质
安全，防止二次污染。

4、坚持采取以孳生地治理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定期或不定
期组织。开展除“四害”工作，巩固“除四害”工作成果。



5、利用各种宣传阵地，特别是针对老人、青少年、妇女等重
点人群经常性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

6、在开展小麻、麻疹强化免疫期间，利用宣传花絮张贴服苗
通知，让服苗对象及时服用苗药。对艾滋病日、控烟日、霍
乱防治等活动日也做好宣传工作，力争家喻户晓，促使全民
健康意识的提高。

7、对老年学校、文明业余学校、人口学校发放各种宣传品，
并出好墙报等。做好卫生报刊《健康报》、《福建卫生报》、
《泉州卫生报》的年度征订工作。

社区工作下一步计划篇三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的基础，社区管理不仅关
系到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更是城市和谐稳定的基石；20xx年，
社区指导办将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紧密围绕着服
务城市社区管理这项重点任务，认真扎实开展好各项工作，
现结合实际，制定年度计划如下：

20xx年，社区指导办将重点开展好各项城市社区管理学习活
动，结合我市实际特点，积极开展组织好各项学习和研究城
市社区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对于城市社区管理的理论认识和
思想认识，同时，因地制宜，开展比照先进学习活动，通过
走出去，参观兄弟城市的社区管理经验，不断丰富自我的社
区管理经验；此外，我们还将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
切实提升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等；通过这些举措，
切实提升我们的思想认知、业务能力水平，为我市社区管理
工作夯实好基础。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完善社区指导办的
制度建设和管理办法等相关工作规章，通过加强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我们的管理基础，更力的促进和服务我们各项工作
的有效开展。同时，我们还将根据重点工作安排，成立社区



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协助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设立社区居委会，
开展社区居民自治工作。

今年，我们将大力开展和建设“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社会管理模式，通过该种模式的推广和建设，为维稳责任制、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第三方调解工作打好基础，确
保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作用的有效发挥。

今年，社区指导办将进一步结合自身实际特点，整合自身的
各项资源，努力搭建平台，开展服务为民活动，通过形式多
样的便民服务，不断增强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增
强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友谊；同时，通过设置信息箱、公布邮
箱、电话等方式，及时了解社区居民的社情民意，为下步工
作更好的开展提供信息决策依据。

为更好的推动社区指导办各项工作的稳步开展，20xx年，我们
将定期向社区党组织汇报工作，向社区居委会通报工作，主
动开展社区指导办的各项业务，自觉接受社区居民对我们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我们的各项工作更好的服务和促
进社区管理。

20xx年，我们坚信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带领下，在社区指
导办全员的共同努力和奋进下，社区指导办的各项工作必将
会更上一个新的台阶，必将会为城市社区管理工作贡献出更
多的力量。

社区工作下一步计划篇四

由于自然灾害、事故等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生活陷于绝对贫困
状态，严重威胁到其基本生存、影响其家庭基本生活，对于
在区居住的本区居民、来双就业、务工以及流浪乞讨等人员，
当地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有责任、有义务对其实施紧急救
助。



(一)紧急救助实行属地管理。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
本辖区内临时特殊困难群众的紧急救助，做到及时发现、逐
级上报、快速反应和全力解决。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
在本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委会、社区居委会指定设立临
时特殊困难群众紧急救助公开电话，落实具体人员，及时了
解、掌握特殊困难群众需求信息。

(二)建立完善紧急救助综合协调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区、乡
两级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针对解决临时特殊困难群
众问题，由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
召集相关成员单位和部门，组织召开紧急救助联席会议，尽
快协调解决。

(三)建立与新闻媒体信息沟通机制。要通过媒体及时宣传我
区对临时特殊困难群众紧急救助的政策及有关工作，让临时
特殊困难群众了解政府实施紧急救助的渠道和方式。

(四)建立紧急救助监督考核机制。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各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把临时特殊困难群众的紧急救助作
为民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
对由于不及时发现或应采取的紧急救助措施不到位致使临时
特殊困难群众不能得到及时救助的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五)紧急救助的工作程序：

1.设立基层街道、乡镇以及村委会、社区紧急救助信息员。
村委会干部、社区干部以及各类专干、志愿者要通过走访，
及时了解和掌握本区域内的临时特殊困难群众，对符合紧急
救助条件的要及早发现，及时上报。

2.区政府设立临时特殊困难群众紧急救助，24小时受理临时
特殊困难群众紧急救助申请。

3.区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临



时特殊困难群众的紧急救助申请进行审核审批。对于符合紧
急救助条件的临时特殊困难群众，要协调各有关部门，根据
各自职责，及时制定、采取救助措施，并及时与区长公开电
话办公室衔接工作。

区城乡社会救助领导小组负责全区临时特殊困难群众的紧急
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各相关成员单位要密切配合，各尽其能，
形成合力，共同解决。

民政部门负责生活特殊困难群众紧急救助对象的排查梳理、
身份登记、资格认定、审核审批，并做好灾害救助、低保救
助、流浪乞讨救助、慈善救助等具体工作。

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生活特殊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险、
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拖欠工资追讨和就业救助等工作。

卫生部门负责落实生活特殊困难居民紧急救助的指定医疗机
构、进行及时救治等工作。

教育部门负责落实生活特殊困难群众的就学安排等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生活特殊困难居民的户籍认定和管理等工作。

设立区紧急救助基金，基金来源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向上
争取;二是区本级财政安排;三是慈善捐赠。紧急救助基金设
立专户，由财政部门进行严格监督，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安
全运行。

社区工作下一步计划篇五

二、在社区内深入开展“双创”活动，采取悬挂标语、办板
报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发动，在辖区内形成人人知晓，人人
参与“双创”的良好氛围，保证“双创”工作顺利进行。



三、建全爱国卫生组织网络，建立完善爱国卫生管理的各项
规章制度。

四、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爱国卫生活动。

五、积极配合三局医院，组织辖区居民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
教育活动，在辖区内开展控烟活动。

六、保持辖区内秩序良好，加大门前环境整治，落实门前四
包责任制。

七、对辖区内卫生死角和重点脏、乱、差地带，组织人员进
行清理，每周五进行义务大清扫。

八、清理背街小巷的杂草和野广告、牛皮癣。

九、组织开展环境整治，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四害”孳生
地。

十、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