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驻村工作队夜校培训简报 举办农民
夜校工作计划(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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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驻村工作队夜校培训简报篇一

为推动公民道德教育工作常态化和制度化，紧密围绕“工业
强镇、产业富镇、特色小城镇”带动战略，精准“一园三区
两中心”目标，长沙镇四举措落实“农民夜校”活动。

一是成立“农民夜校”工作领导小组。镇党委副书记袁春涛
任组长，办公室设在镇党建办，负责该活动的'统筹协调，保
证工作有序开展。

二是各村(居)支部书记，结合该村实际，制定实施意见，报
镇党建办审核通过后，于每月28日将活动开展情况以图片、
信息、简报等形式及时上报。

三是活动方式多样性。结合我镇实际，分区域、分行业、分
需求进行组织，以“百姓龙门阵”、“道德讲堂”、“双恩
教育”、“远程教育”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确保活动全覆盖、
零遗漏。

四是强化督查制度。以党建联系人、村支部书记为核心牵头
人，及时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和指导组织，协调各
方力量，监督各项措施落实情况，确保夜校培训的资金、师
资、设备、人员到位，同时将此项工作纳入我镇20xx年作风
效能建设和党建工作年度考核内容。



驻村工作队夜校培训简报篇二

为奋力推动脱贫攻坚工作，提高群众文化素质、技能水平、
就业能力和劳动收入，永和乡全方位推进“农民夜校”筹建
工作。

一是制定方案措施。于9月10日制定上报了《永和乡创办“农
民夜校”实施方案》，方案确定了建设“农民夜校”的总体
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培训内容、具体措施及领导小组，为
创办“农民夜校”提供了有序保障。

二是建立阵地班子。依托乡、村组织活动场所、农家书屋、
远程教育、文化活动室等场地，在乡政府和4个贫困村分别拟
建能容纳60人以上的“农民夜校”4所、教学活动阵地5个，
逐步落实教学场地设备配置，做到后期教学有场所、有人员、
有讲桌、黑板、电视音响等，真正把农民夜校建成多功能学
习教育的教学阵地。

三是配备师资教材。重点加强专兼职师资队伍建设力度，将
帮扶单位领导、驻村干部、农技人员、“第一书记”、学校
教师、农村知识青年、“致富带头人”、“土专家”、“田
秀才”等作为重要的教学力量，并及时充实“脱贫攻坚师资
库”，做到每所“农民夜校”至少有6名相对固定的专兼职教
师。截至目前，全乡4所“农民夜校”已配备专兼职教师11名，
建立了草莓种植、中蜂养殖等专业培训班。

四是定管理制度。制定下发了《永和乡“农民夜校”管理制
度》，明确了管理对象、培训课时、上课要求、考勤制度和
安全教学等10项制度，确保群众在上课期间有组织、有纪律、
有制度、有安全保障。

驻村工作队夜校培训简报篇三

如何开展好农民夜校工作【1】



农民夜校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明理
守法农民的有效平台，它能使广大农民群众学习到先进的科
学文化知识,掌握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并运用到实际生
产生活当中。

如何开展好农民夜校培训工作，笔者认为要注重以下几点。

一要整合资源全力推进。

要充分整合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农民文化家园、“道德讲
堂”、镇、村级学校和教育教学点等现有教育阵地资源，坚
持利民便民的原则，以镇、村所在地和农民群众聚居
地、“四在农家•美丽乡村”示范点、农业产业园区、工业园
区、乡村旅游发展区域为重点，合理组建农民夜校，实现镇、
村农民夜校全覆盖。

同时，还要组建以镇级政府干部和涉农部门技术人员为骨干，
各村党支部书记为补充的农民夜校教师队伍，不断充实农民
夜校师资力量。

二要注重方法力求实效。

一是合理设置教学机构。

要配备组建一支由村支书、主任等村干部为教师的`队伍，并
抽调农业服务中心、村镇建设中心、国土所、派出所、司法
所等镇级站所股室的业务干部组成农民夜校师资队伍，分成
农村政策、实用技术等教学组。

二是科学安排教学计划。

农民夜校通过收集意见，根据农民所需制定制定教学计划，
安排教学内容，做到提前安排，定期更新。



三是创新教学模式。

农民夜校实行送课进村入户，将教学课堂搬下去，延伸到村
组、农户以至田间地头，充分利用农闲、晚上时间进行授课。

四是要不定期督查农民夜校开展情况，确保农民夜校活动有
序开展。

三要总结经验开拓创新。

开办农民夜校，能进一步开阔群众视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部分农民群众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又缺乏一技之长，
无法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严重制约
了农产业的发展。

农民夜校的开办，提高了农民生产技术，更新了农民的旧思
想旧观念，有力促进了农村新型产业的发展。

借助农民夜校平台，不仅能增强广大农民和村干部学习积极
性，还能进一步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和规模化发展，促进党
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赤水市长期镇“三提升”扎实开展农民夜校【2】

自“农民夜校”开班以来，赤水市长期镇逐步完善夜校制度，
从夯实基础、培训帮带和强化责任三个层面强化夜校开展。

夯实基础，提升质量。

长期镇镇党委组建一支30余人的专家小组，每月轮换参加各村
(社区)农民夜校，结合各村(社区)特点，制定适宜的课件，
充实夜校内容，提升夜校质量。

培训帮带，提升水平。



为提高专家小组综合素质和授课讲解能力，镇党委定期或不
定期组织镇专家小组，对农民夜校课件讲解、党政惠农政策
的语言组织、信息收集、口才艺术等方面技巧进行培训和相
互交流探讨，通过“一帮一”或“多帮一”等方式的帮带办
法，着力提高专家小组的整体授课讲解水平。

同时，完善课题选择机制，实行“课题自选、统一把关、重
点突破，课件由单位负责人把关、分管领导审批、对号讲
解”的课件制作和讲解形成授课制，确保农民夜校的质量。

强化责任，提升效率。

从领导到专家小组人人有任务，个个有责任。

干部在做好本自身业务工作的同时，自觉按照工作任务抓好
落实，定期进行总结提炼，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形成业务工
作新闻消息、经验信息、阶段性综述及存在问题，在镇内形成
“全员抓落实，回回皆有效”的工作氛围。

截至目前，长期镇共计开展“农民夜校”28期，通过开
展“百姓龙门阵”收集群众意见5条，其中关于“农民夜校”
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不足的问题，将在5月份“农民夜校”中根
据群众需求加以改进。

驻村工作队夜校培训简报篇四

按时参加集中培训，课中不随便出入教室。

上课不讲话，不打瞌睡，不接打电话（上课前关闭手机或将
手机铃声设为振动模式），不抽烟，不做与上课无关的事。
讲究个人卫生，不乱丢乱扔，不随地吐痰，保持教学点干净
整洁。

培训前合理安排工作或家务；培训中，集中精力，认真听课，



认真思考；培训后学以致用，提高劳动技能，养成好习惯，
形成好风气。

爱护夜校公共设备设施，不乱涂抹、乱刻画、乱拆卸、乱搬
动，损坏公物一律照价赔偿或恢复原样。

师生之间相互支持，学员之间相互帮助，不惹事生非、打架
斗殴，制造或传播是非。

安全出行，老人听课要有人陪伴，走夜路要结伴而行。注意
烟火，不动用教学用电设施。

驻村工作队夜校培训简报篇五

为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提升农民的
综合素质，根据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王晓光同志在
市委农村工作会暨全市扶贫开发工作会上关于开办农民夜校
的要求，凤冈县高度重视，迅速启动农民夜校建设工作,并在
短期内实现了村级全覆盖，为提升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
农民找准了路径、搭建了平台、夯实了基础。

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凤冈县委书记覃儒方高度重视，严格
按照贵州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晓光同志的指示，结合学教
活动，亲自安排、亲自部署、亲自检查、亲自落实，实行县
委书记亲自抓、县委副书记具体抓、县委群工委抓业务的工
作机制，并及时召开全县农民夜校建设工作会。各乡镇相继
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各村(社
区)总支书记、镇直各站所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民夜校工作领导
小组，并保障了农民夜校的工作经费，确保工作早启动、早
落实、早见效。

制定方案，明确标准。2月15日，凤冈县委副书记汪能科组织
县委群工委和乡镇党委书记召开工作安排会，明确农民夜校
建设工作由凤冈县委群工委牵头，组织部、宣传部及相关单



位配合，并于当日印发了《关于印发凤冈县农民夜校建设方
案通知》(凤群委通〔20xx〕1号)，《通知》要求，农民夜校
建设工作按照“五个有”和“五个一”(五个有：即有电教功
能的教室、有图书室、有议事室、有法律服务室、有室外活
动场所。五个一：即明确一名专职管理人员、组建一支相对
稳定的授课队伍、编印一套相对完善的教材、举办一系列的
活动、开展一次社会效果综合评价)的标准进行建设。同时，
制定了培训制度、学员管理制度等，规范了农民夜校的管理。

齐抓共管，统筹推进。由凤冈县委群工委牵头，凤冈县直各
工作部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驻村工作，协助指导好村(社
区)农民夜校建设工作，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持。县委群工委
会同有关单位编印了《惠农政策选编》、《凤冈县公民道德
读本》3万余册;宣传部制作了学习光盘在全县农民夜校轮回
播放;县卫计局编印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宣传资料、优生优育
宣传资料进行宣传引导;县文联摘录汇编《四书五经》、《增
广贤文》、《弟子规》、《三字经》等文学经典，并编写了
《邻里和谐歌》、《防骗歌》、《禁毒歌》等口诀或顺口溜;
县司法局汇编了《人民调解适用手册》;县供电局编印了《安
全用电须知》发放到各农民夜校，加大了对法律法规、公民
道德、惠民政策、安全生产、计划生育、适用技术等宣传培
训力度。各乡镇还主动对接县直各部门，邀请县组织、政法、
教育、农业、安监、住建等部门到农民夜校开展培训，进一
步丰富了培训内容，提升农民夜校的参学率，统筹推进农民
夜校建设工作。

强化调度，快速推进。凤冈县委主要领导明确由群工委和督
查局抓农民夜校工作调度。3月5日，凤冈县委群工委、县督
查局印发了《关于报送农民夜校建设工作推进情况的通
知》(凤执办通〔20xx〕5号)，要求报送各乡镇农民夜校机构
组建情况、场所建设情况、培训等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同
时县委群工委、县督查局深入各乡镇、村(社区)实地督促指
导农民夜校建设工作，县委书记覃儒方、县委副书记汪能科
亲自深入农民夜校示范点调研指导工作。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马朝群，副县长唐隆强分别赴进化镇临江村、何坝镇水
河村指导农民夜校工作并亲自为群众授课。

整合资源，打造示范。各乡镇充分整合远程教育、中小学校、
产业发展、道德讲堂、“四直为民”示范点等现有资源，集
中力量创办农民夜校，根据实际条件设立了教学室、图书室、
电教室、文化活动室、法律服务室、室外活动场地，在醒目
处悬挂农民夜校标识标牌，管理制度规范上墙，确保农民培
训有场地。按照“五个有”、“五个一”的标准，打造了龙
泉镇文峰村、何坝镇水河村、凌云村、进化镇临江村、中心
村、琊川镇茅台村、花坪镇彰教工业园、土溪镇龙台村、绥
阳镇金鸡村、永安镇田坝村10个县级农民夜校示范点。

截止目前，凤冈县共建立农民夜校89所，其中村级农民夜
校86所，实现了村级全覆盖。各乡镇在干部和群众中挑选熟
悉法律知识、懂得农村适用技术、德高望重的老村干、老教
师、尊老爱幼的模范组建了授课队伍，负责农民夜校培训工
作。各村(社区)农民夜校结合农事活动，合理安排学习培训
时间，重点围绕农民思想教育、感恩教育、法治教育、诚信
教育、安全生产、计划生育、惠农知识宣传、农村建筑施工
及产业发展开展培训，广泛开展了政策宣讲、禁毒禁赌宣传、
农村建筑施工培训、烤烟生产技术培训、茶叶种植技术培训、
养牛技术培训。部分村(社区)还请了当地育儿有方、尊老爱
幼、互助友爱的先进典型现身说法，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全县89所农民夜校共开展培训学习活动200余场次，参加学习
培训人数近万人次，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