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学生村官民情日记(模板8篇)
通过总结，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最重
要的是，写总结要有自信和真诚的态度，相信自己的总结能
够给读者带来价值和启示。在这里，我们整理了一些经典的
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分享。

大学生村官民情日记篇一

从大学生村官民情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很多村官都为村民
做了哪些事!今天小编为大家搜集了大学生村官民情日记700
字，欢迎参考借鉴!

翻开褶皱的日记，依稀的记忆、从前的自己，一点一滴诉说
着乡亲们的欢喜。大树和小巷都还清晰，我就在这里找到了
自己，那天的日记天飘着雨，朦胧的身躯，没有人认识自己。

去年，刚毕业不久的我，来到了这陌生的地界。一条条泥泞
的小道笔直的绵延数百米，一位位陌生的行人来来往往在我
身边擦肩而过，一堆堆随地乱放的垃圾似乎快要侵略整个村
庄。面对这些，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刚上任不久的大学生村官，
但当时我不知该从何做起，感觉有点迷茫。

朋友问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那可怜的两万多块
钱?还是围着一堆人争执着那大道理?”我没有立即回答他，
而是把它偷偷的写在自己的日记里。

我知道，花朵的事业是美丽的，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但我
愿做一片绿叶，绿叶的事业是默默的垂着绿荫的。这一年来，
我做的就是一片绿叶。俗话说，没有参与就没有发言权。一
年时间，走访760户人家，2600口人，骑车跋涉120xx公里的
路程，为的就是不想给年轻找借口，不想给梦想留遗憾。我
是一位大学生村官，我为改变而来。



120份产业发展的调查问卷，50条乡村建设的宝贵意见，200
多个支持环境卫生整治的慷慨表态，加上村“两委”一班人
的不懈努力，逐渐的建立了环境卫生整治的队伍，制定了村
级环境卫生整治机制，详细的实施了整治方案，组建了卫生
整治队伍，坚持每天的生活垃圾专人清运，公共场所专人打
扫，村里的环境卫生彻底大变样。来来回回的130户，反反复
复的130户，全村360户贫困家庭中的130户贫困村民，最
终435亩核桃产业促成落定，真真正正的给了我希望，给了我
改变，给了我动力。

一年时间或许很长，但确实很短。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虽
然成就不了轰轰烈烈的大事，成就不了一方百姓的幸福小康。
但是，我明白，这一年即使有挫折，有心酸，也有泪水，但
回想起这一年，我真真正正的感受到自己的成长，这里的一
切不再那么的陌生，这里曾有过我的泪水和血汗，这里的每
一颗树木和花草都将成为我倔强的见证，都会促使我不断改
变。

10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8月以来，由于天气连绵阴雨且持续
时间较长，温度偏低，致使今年的秋收工作进展不是很顺利。

为严把“秸秆禁烧”关，在包联领导的带领下，村干部的陪
同下，我们一行五人开始出入田间地头，走村入户，发放秸
秆禁烧宣传单，同时在重点路段悬挂横幅，张贴通告，做到
秸秆禁烧家喻户晓，提高村民的禁烧意识和自觉性。宣传过
程中，我们来到大片正在收割地头，刚收割完的牛大叔，正
在地里捡拾遗留的玉米棒。我走向前，询问今年玉米收成的
情况。牛大叔停下手中的活，看了看我们，问了我们的来意，
意味深长的说：“今年，玉米收成不好，雨水太多了。好多
种的迟点的或没有浇上水的村民，基本上就不收，把玉米带
杆给养殖羊或猪的村民当饲料用。对于烧玉米杆，现在的人
们意识增强了，知道烧玉米杆不仅要罚款，严重些可能要坐
牢，所以烧的人越来越少。但是，还有少数人，不顾不管，
嫌麻烦，就地就烧了。”问及孩子为什么没有回来帮忙，牛



大叔说“娃娃们都挺忙的，现在都机械化了，活也不是很多，
我和老伴还能干的了，不打扰孩子们了，都忙，在外面不容
易呀”。话音刚落，牛大叔又开始弯腰捡拾玉米棒。看着牛
大叔，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养儿为防老，可我们大学毕
业了，外嫁了，工作了，很少回家了。不管是夏收还是秋收，
父母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什么，真的很对不住自己父母。

牛大叔家种植了八亩玉米，今年的收成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
一。家里有5口人，妻子何阿姨，现年54岁，儿子在外上大学，
两个女儿均外嫁。家住12间砖混结构住房。牛大叔，今年56
岁，身体硬朗，干起活来，好比30岁的青年人一样。

回来的路上，掏出手机，给父母打电话保平安，知道父母身
体一切健好，心里好高兴哦!对于亲人，有事没事常回家看看，
有空没空常电话问问。为那些仍在奋斗的父母们加油!

第一次和这位老人交谈，是去年冬天美丽乡村创建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家刚办完丧事，门口有一小堆垃圾没有清理。
我和村长一说明来意，老太太就一叠声的说马上收拾，十分
随和的样子。可惜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用心想去了解她。

她叫张云霞，步三村四组人。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沧桑的痕
迹，而生活所带来的沉重打击则深深的刻在了心上。老人和
周围的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自己也常常跟别人说，我
是一个倒霉的人，别连累了你们。老人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
庭，老伴是个退休工人，两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了。即使不
用儿子孝敬，老伴的退休金也足够维持两个老人的日常开销。
不幸的是，两年前开始，一连串的噩运降临了。20xx年，大儿
子出了意外离开人世，时隔一年，二儿子在外打工腿部受了
重伤。手术治疗花费了他们家所有的积蓄，还是没有治好。
老爷子承受不住打击，离世了。老爷子这一走，这个家更是
无以为继，老太太连吃饭都成了一个大问题。

“谁让我现在遇上这样的事了呢”老太太抹着眼泪说，“二



儿媳妇想离婚，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去找她的父母，劝他们
不要让两个小的离婚，我去求他们，我儿子的病一定能治好
的。到时候我们母子两个人一起报答他们。”听完老人的话，
我陷入了长长的沉默。老人的经历十分令人唏嘘，可是更重
要的是，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帮助比同情更有力量。老人的
房子有些漏雨，厨房也开始掉瓦不能再用。于是，村长、组
长和我三人一起把村长家盖房子没有用完的雨布钉在了老人
的屋顶上，并且用石棉瓦把屋檐延伸了一米宽，把厨具都搬
去那里。同时，我准备资料，和负责民政的同事联系，申请
提高老人的低保金额。

得知老人的手工活做的很好，我就请老人帮我做两套小孩满
月穿的衣服鞋子。价格按照每套100元的手工费支付。另外，
我买了老人家门前两棵树上的所有柿子。作为一名村官，我
能为老人做的事情其实很有限，不能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
这让我很沮丧。在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的今天，很多家庭都过
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同时也有很多不幸的人在绝望里挣扎。
只有帮助这些人都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整个社会才能幸福
和谐。为此，我愿贡献所有的力量。

大学生村官民情日记篇二

最近全乡上下都在忙抗洪的事，可恨这水还在不停的涨。持
续上涨的水位直接对我们乡所属区域堤防沿岸村屯的群众生
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十天前，区委领导到群利屯视察防汛
工作，根据汛情，区委邱书记作出马上转移并妥善安置群利
屯村民到坝内群英小学的决定。

按照区委的部署，我跟随负责后勤支援的副乡长及其他同事
一同奔赴灾民聚居点——群英小学，坐在去往群英小学的车
上，看到道路两旁的稻田大部分已被洪水淹没了，看着一片
片的汪洋，真是心疼农民们白白付出的汗水。“小彭，昨晚
水长了多少?”路过岗哨，程书记忧心忡忡的问正在站岗的彭



主任，“情况不太好啊，又涨了8公分!”“唉，继续观察吧，
看来得打持久战了。”程书记没过多言语便开车载着我们继
续朝灾民聚居点开去。

下了车，我们赶紧奔向食堂，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保障灾民的
日常饮食以及帮助他们解决其他生活琐事。今天我是第一天
来这里，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程书记招呼我，让我盛菜，
我便开始学着其他同事的样子把菜盛入一个个盆里，把饭盛
入一个个桶里，然后拎着桶和盆迅速奔去其中一个灾民安置
点。当我推开门的一刹那，我的脚步停顿了，心里不由的颤
了一下，我看到一个个灾民无助的窝在临时搭建的床上，一
双双失落的眼神，让人心酸。我麻利地为他们盛好了饭菜，
然后关上了那道门。背对着那道门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尽
我所能帮助他们、照顾他们，让他们找到在家的感觉。

饭后，我们开始登记新增灾民，为他们分配被褥和床垫，并
带领他们到相应的安置点。有的灾民提出由于撤离时太仓促，
需要回家取东西，因为村屯已经进水了，为了保证他们的安
全，我们一对一跟着村民回家。我负责照顾一位老大爷回家，
原来他是惦记他家的几头猪已经好几天没喂食了。我跟着老
大爷一起喂完猪食，又往安置点走去。路上大爷和我说，他
有两个儿子都在市里开小饭馆，还住起了楼房。我说“那您
也应该到市里去住楼房啊，到儿子身边多好啊，有人照顾
您!”老大爷笑了笑说“我住惯了村里，谁家也没咱自己家好
啊!”边聊天边走，觉得时间过得也快，不一会就回到了安置
点。

为了保证灾民住的舒适，我们还定时定点的到各个屋进行清
扫，虽然这里的工作很忙，但是能为村民做点小事我一点都
没觉得累，因为在这样的危难时刻，能为老百姓分忧愁、解
难题，用我们的行动缓解他们心中的悲伤和痛苦是最有意义
的事情。



大学生村官民情日记篇三

为了能对本村种植工作更了解，今天我到村上的几个农资经
销处大厅了一下种子、化肥以及农药的情况。小刘老板给我
介绍说现在村里人们图省事儿，一般都是施一遍肥就完事儿，
主要用氮、磷、钾各15%的肥，还有撒可复、二胺这种追肥式
的组合。最新的肥料有玉米专用肥，现在有几家已经在用，
效果非常不错，很值得推广，但是还少有老百姓知道。老百
姓买肥现在一般是几家一起买，一个人给很多家代买，这种
代购模式就不方便推广新种子和肥料。一开始我还很疑惑，
代购应该容易推广才对。小刘老板解释说，代购的人一般都
是老种地的，怕担风险，你介绍的再好，他也轻易不尝试。
宁愿一年少赚一点也不愿担风险，更何况还是要帮着邻居买，
搞不好挨骂不说，还有让赔钱的。

要想真正推广新的品种，哪怕只是推广新的农药和化肥，看
来也需要有生产大户来带头。但是本村没有种植大户，这就
需要通过努力让几家进行尝试使用新品种，还需要努力掌握
更多的知识，用知识才能说服大家。

大学生村官民情日记篇四

今天，并不是什么重大节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然
而对于我所在的临江村来说，却是令人难忘的一天。

在这样一个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的周末，留在家里美美地睡上
一觉，是多么享受的事情，可是对于望江镇的几十名干部来
说，却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早上八点钟，他们冒着雨来到
了临江村的育秧大棚。由于最近正值汛期，村民们都在堤坝
上防汛抗洪，无暇顾及育秧大棚后续的蘑菇菌栽培。赵书记
和吴镇长就亲自带队，将50000株蘑菇菌人工运送到育秧大棚
内，并按照技术人员的指点，合理摆放，我也加入到了运输
的队伍当中。闻讯赶来的村民，看到党员干部们整齐摆放好
的蘑菇菌后，激动的说：“感谢啊，真是感谢你们啊！”忙



碌了一天下来，大家都很疲倦，但却没有听到抱怨的话语，
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家都露出了笑脸。

任大学生村官以来，我亲眼见证着临江村的点滴变化，从千
亩良田改造到智能水稻催芽基地，从改建村办公室到修建村
级活动场所。望江镇党委班子和村“两委”为临江村的发展
付出了太多的汗水。看着他们从春耕到秋收没日没夜的忙碌，
看着他们为了村内建设人瘦了一圈又一圈，身为临江村的大
学生村官，我深深体会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要扬长避短，经常深入村民家中，了解村情民意，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积极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
做一名领导满意，群众满意的大学生村官，无愧于新时
期“大学生村官”岗位。

大学生村官民情日记篇五

电影再现的是19世纪60年代，不幸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
全国上下又勒紧裤腰带向苏联还债，此时的中央领导派人去
往全国各地去实地调研，而大病初愈后的周恩来听从安排，
来到了革命老区河北武安伯延公社，深入基层、挖掘发现问
题并以此调整中央的相关政策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在伯延
的四天四夜中，一边是以村主任为典型的吃点苦不算什么、
本着不为国家添麻烦的主人翁精神的伯延人民，当然也有不
敢说真话的劳苦人民，更有本可以说真话，但被村主
任“关”了起来的群众。另一边是走入田间地头与群众一块
插秧坚持做真学问、搞真研究、鼓励人民群众说真话的周总
理。故事就在不说、不敢说、不能说的一方与鼓励说的一方
中展开。

如今在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有关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对于党如何密切的联系群众、如何更好的为群众服务的讨论
也进行的如火如荼。此时播映与观看这个影片，我觉得对我
们每一位党员而言，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影片中对于党
如何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研，如何去体察民情，想群众之所



想，做群众之想做，都有细微的体现与指导。而在此，我仅
想把自己最感动的几个瞬间，概括为两个“门槛”来谈谈自
己的一些感受。

门槛一：红烧肉前止步

因为心里挂着千千万万老百姓的苦难，所以总理的心思在伯
延变得更加细腻，一枝一叶总关情，细微之处，总让人眼眶
湿热。初入伯延公社的周总理就发现树上的树叶掉光了，而
公社的社员为了迎接总理的到来，却准备了红烧肉与鸡蛋。
耳朵听着村主任关于鸡都是公社自己养的解释，迈入了食堂
的一只脚却又缩了回去，转而去社员食堂、与社员一块喝糊
糊。

这一缩，就缩出了：一是他的廉洁自律、反对官僚作风;二是
周总理虽贵为领导，却能做到放下身段，与民同苦。

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的党员。如果做真学问，想做真正的
研究，就应该将自己置于最基层的位置，用心去体察群众的
言行。尊重每一个个体，用心去体悟他们的愿望。影片中这
样的镜头很多：张二廷是负责给公社拉水的社员，当总理听
到他自己一人拉扯四个孩子的时候，便亲自来到了张二廷的
家，由于家里无处下脚，便坐在了门槛与他谈起了心，告诉
二廷他想帮助他抚养一个孩子的决定，看着流着泪、嘴里念
叨着曾经答应孩子他娘好好养活孩子的二廷，总理读出了他
对孩子的不舍，于是只能默默离开，用剩下不多的钱帮孩子
扯了身衣服;听说生了病的小汪老师还在给孩子们上课，便亲
自到教师探望他，看到他的脚因为饿而发胖，鞋子无法穿上，
便亲自帮小汪老师把给他带过去的鞋子穿上等等，这一切都
是总理对每一个人民群众、每一个生命个体尊重最深入的描
写。正因为如此，他作为领导，才能与群众建立鱼水之情，
才能真正获得来百姓的真心与拥护。

门槛二：热拽面前迈步



影片中当年给刘邓大军做过拽面的连弟奶奶，如今已经不能
走路，为了欢送周总理，让总理能吃碗热面条。就卖了自己
的寿材，让自己的儿子搭了一个高低刚好合适的台子，卖力
的做起了拽面，拽面做好之后，先让怀了孕的儿媳和孙女尝
过之后，才让儿子亲自给总理送了过去。而心思缜密的周总
理看到面条后，第一反应就是连弟奶奶家应该是缺了东西，
当连弟爸爸把面条放好离开后，他才吩咐旁边的秘书去连弟
奶奶家看个究竟，并吩咐用剩下不多的钱把寿材买回来，等
他们离开后给老人家送回去。这些事处理之后，看着热腾腾
的面条，想到连弟奶奶的用心良苦，便毫不犹豫的跨进了门
槛，一连几日未曾好好吃饭的他，此时却大口大口的吃起了
面条。

而这一迈，反应的不仅仅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还有
周总理对百姓的体恤，能在细微之处去体察百姓的点点滴滴。
能够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影片中
类似的镜头还有很多：公社里白天刚插完的秧，晚上就下起
了倾盆大雨，全村的人都冒着大雨跑到地里抢救秧苗，目睹
此景的周总理，回去亲自给大家煮起了姜水，就这样，他自
己也深感自责：“一碗不甜的红糖水都舍不得送到田里去，
我这个总理不称职啊!”亲民、爱民的同时，也不忘对自我进
行批评。

就这样，总理在伯延公社度过了寝食难安的四个昼夜，实地
走访、与村民心贴心交流。通过他的努力，顺应民心，伯延
公社是全国第一个解散公共食堂的公社。

作为一名在基层服务的党员，我想，一个人无论身处多高的
位置，如果选择了为人民服务，如果想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就是：将身子放到最低层的地方，那里
有我们最好的老师，倾听他们所说的，想他们所想得，才能
做出他们最认可的。



大学生村官民情日记篇六

今年以来，白水县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深入开展“规范提
升”活动，把村干部工作日坐班、节假日轮流值班制度作为
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密切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我作为
一名大学生村官，也积极参与村务，自觉坚持坐班，帮助群
众办事。

早上一来，我先前前后后打扫了一遍卫生，打开远程教育，
寻找适合近期观看的节目，四组村民潘友民就来到村部。他
一进门就向我咨询精准扶贫识别的相关政策，一边说一边抱
怨自己家里条件也不好，妻子长期有病，还有两个孩子上学，
经济负担重，生活也很困难，为什么村上没有将他确定为贫
困户?对于他家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家里有一台格
力3p柜式空调，大儿子开着一辆比亚迪轿车，这些是不符合
贫困条件的。我考虑了一会，笑着对他说：“老潘叔，您先
坐这，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行吗?”他说行。我问他第一个问
题：“潘叔，你说咱村上群众为什么争着要当这个贫困户
呢?”他回到：“听说精准扶贫确定为贫困户的国家给钱
哩。”我笑了笑问他第二个问题：“您家有家用电器吗?希望
您如实答。”他倒也不说假话，说：“电视机、冰箱、洗衣
机、空调这些基本电器都有，但这些现在农村家庭一般都有，
并不稀罕啊，主要是我们家负担重，收入少，也算贫困
的。”听了他的话，我对他说：“叔，陕西开展精准扶贫识
别工作的开展是以九条红线为准则的，出现九条红线里的任
何一条，都是不符合的。”说着，我拿出精准扶贫的“九条
红线”递给他，说;“潘叔，您看第一条您家就不符合，村上
没有报您，是按程序办事的，都是公开公正的，您说对吗?”
听了我的话，他没有吭声，点了点头。

看到他情绪逐渐平缓下来，我接着说到：“潘叔，国家开展
扶贫，是帮扶那些丧失劳动力、因病因残因学等困难致贫的
困难群众，我们帮他们一把，是为人民服务的体现。您家大



儿子和媳妇年轻能干，还有十几亩果园，通过自己的努力是
可以脱贫致富的，为什么要靠别人的帮助呢，国家扶贫是一
方面，可是，终究日子还是要我们自己过呢，只有自己把日
子过好了、过红火了，我们的心里才会舒坦滋润，您说是
吗?”听了我的话，他连忙说：“对对对，日子还是要靠自己
过呢，不能靠政府扶咱一辈子。”

大学生村官民情日记篇七

【范例1】

晚上快九点了，窗外正下着大雨，我刚准备看新闻联播重播，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来了，我拿起手机一看，原来是我去年在
龙洞村的联系的困难户普大哥家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接通
了，普大嫂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嘘寒问暖的弄得我一时间
不知所措，一大堆感谢的话让不善言辞的我更是不知道说些
什么。

普大嫂说，非常感谢我在去年那段特殊时间跟她儿子交心谈
心，说了那些鼓励的话，让他转变了放弃学业的想法。感谢
我在她儿子办理助学贷款的时候帮他们咨询了政策，问清了
注意事项，让他们一次性就将贷款事宜给办妥了。如今他儿
子毕业也找到工作了，在一个汽车修理厂，虽然工作累点，
但终究有了生活依靠，他们两口子也感到踏实了，马上就要
过火把节了，儿子也会回来过节，想让我过去跟他们一起过
节。

我高兴的跟普大嫂说，这真是个大喜事，我要恭喜你们了，
去年我就跟他说过无论如何放弃学业都不是正确的选择。现
在你们坚持过来了，你看多好。说到感谢，还是要感谢政府
助学政策好，我们只不过拉拉线而已。而拉拉线这些事情，
都是我们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应该做的。至于过节，因为这段



时间工作比较忙，我只能心领了，等到有时间我再来村子看
你们。

挂上电话，我陷入了沉思，当时我所做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
一件小事，甚至我自己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普大哥一家竟
然记得清清楚楚，还这么感激我，反观我当时在龙洞村担任
指导员期间，我做到的事情是那么的少，提供的帮助是如此
的微乎其微，实在是汗颜。然后，我又想起了诸葛亮在《诫
子书》中有言：勿以善小而不为。我想，趁今年我还有幸继
续担任新农村建设指导员，我要多为这些可亲可爱的长辈、
兄弟姐妹们做一些事情，不要让自己在多年以后，后悔在担
任指导员期间没有竭心尽力为老百姓办实事。

【范例2】

6月25日，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走访慰问了2家“四群
教育工作”联系的困难户，当走进他们简陋的家中，了解完
家庭情况后，我的心情也变得异常沉重。说真的，如果不是
今年下派到社区当指导员，不是通过四群教育工作深入群众
家中，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现在还会有如此贫困的家庭。

我在内心深处也在思考，面对这些困难群众我能为他们做些
什么?我暗下决心，我将想法争取派出单位领导的支持，和社
区领导一起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困难。

一年的指导员生活，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岗位上能干出多大的
成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
去勇敢面对遇到的问题，尤其是群众提出的困难和问题，尽
力寻找解决办法。群众利益无小事，只要我们尽力帮助解决，
我想哪怕只是解决了一小点困难，对于我们指导员个人的工
作来说都是一个小小的提升。

【范例3】



做好远程教育播放点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对于落实开展党员
学习教育工作非常关键。读书铺村党总支下属小组党支部十
个，党员121名，在村委会设有远程教育播放点一个。在我到
村任职之前，远程教育播放和管理的工作一直由村团委书记
负责。

20xx年是中央组织部确定的基层组织建设年，借助基层组织
建设年的开展，村委会切实抓好党员的教育管理，进一步提
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思想素质。为了让远程教育播放点切实
发挥教育党员、提高党员素质的作用，我亲自接管了远程教
育播放点工作，组织好党员观看电教片，切实加强学习。由
于农村党员大多在外务工，不能确保每月组织全体党员进行
一次学习，我创新工作方式，制定了党员电教片播放学习的
周密计划，每月组织一个支部的党员学习，十个支部轮流进
行。一方面保证了农村党员带头致富作用的有效发挥，另一
方面，也保证了党员能够长期接受教育，不断加强自我学习。

刚接触到远程教育播放的工作，我很茫然。因此我主动向团
委书记请教管理播放的知识，同时，参加了市委电教中心组
织的远程教育播放点管理员培训，进行了专门的学习。今年8
月，我村委会远程教育播放点设备机顶盒因雷击损坏，为了
保证党员的学习和教育，我积极与街道办及市委组织部电教
中心进行对接，多次到市委电教科请教安装和使用的知识，
及时对播放系统进行了修缮，保证了党员学习和教育工作的
正常开展。

大学生村官民情日记篇八

9月份，我有幸被选派到费县朱田镇卧龙村担任村主任助理一
职，为期二年。转眼间功夫，到村工作已经九个多月了。在
这段咖里，我麵地适应了农村工作和生活环境，自己各方面
素质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处处以身作则，出色地完成了上级
交给的任务。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和工作经历，让我对农村有



了全新的理解，积攒了一些体会和感想。

一、尽早进入角色，确定自身定位

由大学生到“村官”的转变，我首先明确了自己的定位，端
正态度，虚心向周围的同事和群众学习，尽快了解任职村的
基本情况，熟悉村内的人际关系，掌握村级办事程序，认真
做好村干部的助手，协助支部搞好党建工作，同时协助村委
会搞好村政建设，推进本村新农村建设。怎样顺利地开展工
作是我们大学生村官首先所面临的问题。从进村的第一天起，
我就要求自己尽快跟县、镇驻村工作组和村干部进行沟通和
交流，借鉴他们的经验，遇到不清楚、不明白的向他们请教，
尽快融入农村，尽早进入工作角色。当好调研员、宣传员、
服务员、调解员、监督员、督导员，当好助手，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找准工作的切入点，才能更好地开展下一步的工
作。协调村两委之间、村干部之间、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关
系，把上级安排下来的任务和指示精神具体落实到农村工作
中去。要尽早认识到：随着国家对农村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对
农民的支持，农村拥有的巨大发展空间和优惠政策条件也会
突显出来，但同时也面临着人力资源匮乏的现实，这也从客
观上增加了基层对人才的需求程度，农村工作将大有作为。

二、脚踏实地，扎实苦干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农村工作相对之前单位的工作来说
比较复杂、琐碎。农村基层的工作事多、面广，各种情况又
千差万别。我们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摸清情况，才能对症
下药，做到有的放矢。平时要多利用机会与村民在一起，通
过召开村党员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串门走访、跟村民拉拉
家常、下村实地察看，真正做到与村民谈心、交心，才能全
面、真实地了解村里的情况，了解村民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
最企盼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才能在下一步的工作开展过程中
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办法。我在卧龙村工作的这几个月里，
经常入户走访，了解村民的所思所想，发现问题及时予以解



决。遇到阻力，通过摆明事实，说服教育，掌握好处理问题
的办法，遇事周全考虑，尤其是在处理一些突发事件和上访
问题等工作的过程中，更应如此。

三、依靠组织，加强多方联系

自从到村任职的第一天开始，面对各级组织在生活上和工作
上的关怀，面对村民一张张的笑脸，我从心底感到无比的温
暖，增强了驻村工作的信心。镇领导经常关心我们的工作和
生活情况，定期听取汇报，谈心交流，传经验、教法子、出
路子，帮助我们解决工作上遇到的问题。我们积极协助县、.
镇工作人员开展新乡村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精
神面貌也明显提升。这使我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只有依靠组
织，加强多方联系，才能不负重托，更好地做好驻村工作，
解决村中的问题。

四、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谦虚好学

我是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农村关系不
大，对农村工作不甚了解。在工作中，对农村及农村工作有
了一个全新的看法。农村是一所大学校，农村基层工作错综
复杂、千头万绪，不仅要求我们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还
需要掌握各种农村政策和农业知识，努力提高服务农村的本
领。因此，我虚心向村两委干部，向村民学习，自觉加强理
论学习，以服务农村、服务基层、服务农民为出发点，努力
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使自己的工作更贴近实际，让村
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当前，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群众对政府在政策、资金、技术、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服务
需求也在增多，造成了需求与供给相脱节。这就要求我们要
加强学习，熟练掌握农村工作方法，起到上联党委和政府、
中联村级组织、下联普通群众的作用，为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作出自己的贡献。

五、要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们这些大学生村官都是年轻人，有锐气和冲劲，是农村工
作中开拓创新所必不可缺少的力量。“初生牛犊不怕虎”，
对农村工作有新的看法，对能更好地开展农村工作，对能增
加村民收入的点子，可以向村两委干部大胆提出来，为村里
的工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大家摆上来讨论研究，从而完善
工作思路或在工作中落实下来。要当好参谋，协助制定经济
发展计划，明确经济发展目标，努力保证计划实施。

以上是我对这段时间农村工作的一点心得，我将继续努力工
作，做出好的纖来，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农民走上小康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