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书屋活动总结 社区农家书屋工作总结
(汇总5篇)

总结是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情况加
以回顾和分析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
标更加明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写总结的时候需
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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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屋活动总结 社区农家书屋工作总结篇一

一、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截止20xx年6月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639人，4050人员就业人
数157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2364人，市内新增转移1232人，
市内工业园区定向培训829人，创业培训参加人数354人，其
中电子商务培训培训人数150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8000人，
失业保险征缴总额153万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370万元，其
中扶持个人创业担保贷款2870万元。

二、主要工作和措施

（一）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全县就业扶贫工作

我局精心组织，创新举措，按照“针对性、操作性、实效
性”的工作要求，制定就业扶贫实施方案，围绕精准扶贫工
作中心，扎实开展就业创业帮扶工作。一是摸清底数，建
立“一库五台账”，实行动态管理。二是政府购买公益性岗
位帮扶贫困劳动力就业。通过保洁、保绿等公益性岗位共安
置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211人。三是实施就业援助引导贫困劳
动力就业。搭建贫困劳动力就业平台，与福建圣农、面包协
会等县外企业输出一批，实现县外劳务输出贫困劳动力188人。
四是全县已建立18个扶贫车间，其中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



力64人，为贫困人口实现“家门口”就业，能够打破贫困人口
“不愿转、不能转”的困局。五是在全县各乡镇（场）共开
展精准扶贫专场招聘会、送岗下乡、进村入户宣传活动共
计10次。提供贫困户家庭适合岗位1500余个，发放就业扶贫
政策宣传单、企业招工信息5000余份。

（二）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竞争力，做实就业创业培训

一是针对县内实际，加强培训资源的整合，采取聘请师资、
校企合作式、委托培训等形式开展形式各样的就业培训和syb
创业培训，截止20xx年6月底我局共举办共举办创业培训12期，
共培训354人，其中电子商务150人，工业园区企业自主培
训829人。同时还举办了一期家政服务培训，60余人参加了此
次培训，其中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3人参加了培训。

二是切合我县“绿色崛起”的主题，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旅
游从业人员素质，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不断增强我县旅游产
业对外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大力推进各类特色培训的开展，
成功举办了大觉山酒店提升品质培训班和阿公食品、大觉山
企业自主培训，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人参加了培训。

三是举办“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送岗下
乡”、“精准扶贫专场招聘会”、“工业园区企业用工专场
招聘会”等10次特色就业服务活动。今年年初成立人社系统
招工工作组远赴贵州边远山区招工，大力宣传园区企业，取
得初步效果。已有8名贵州籍员工进入圣农企业，还有20余名
贵州籍员工达成就业意向。

（三）加大社会保险法宣传力度，做实失业保险征缴工作

一是继续加大《社会保险法》宣传力度，通过政策宣传栏、
招聘会咨询台、上门深入到参保单位、发放宣传单等形式，
重点做好失业保险政策宣传工作。二是加大对园区企业失业
保险的征缴力度，根据员工流动性大的特点实行分步分阶段



参保，先把企业相对稳定的职工纳入参保范围，由点到面逐
步扩大到企业全员参保。。三是加大对稳岗补贴工作的申报
工作，进一步帮助就业人员解决后顾之忧。我县为失业保险
参保职工提升技能补贴万元，费率调整惠及企业31家，为企
业减负36万元，已对有1家符合稳岗补贴条件的企业进行审核，
补贴金额达万元，对提高参保单位积极性带来了动力，发放
失业保险金万元，代缴职工医保万元，为失业人员发放物价
补贴万元，实现以发放促征缴的良性循环。

（四）进一步挖掘“小贷”促创业作用，推动全县自主创业
浪潮，推进全县就业扶贫工作。

创业担保中心积极应对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调整，主动落实地
方财政配套贴息资金，采取“扩对象、稳发放、降门槛、强
配套、促保障、严管理、防风险”等系列措施，打造创业担
保贷款扶持的精品工程或示范点，发挥创业担保贷款服务创
业创新的倍增效应。财政部门保证担保基金的按时足额到位，
金融部门简化程序热心服务，努力帮助个人自主创业和劳动
密集型小企业发展解决资金难题，营造人人关心、支持、参
与自主创业的浓厚氛围。与此同时，该县组建创业服务中心，
为创业者申请贷款提供“一站式”服务及“一对一”的创业
指导，对贷款的再创业人员实行跟踪管理，提高“创业贷
款”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截至目前，我县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4370万元，其中扶持个人创业担保贷款2870万元。

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方案

1、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的就业服务力度还不够，适合高校毕业
生的培训专业较少，部分毕业生择业观念上存在误区。

2、中小型企业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够，创业多停留在粗加
工，技术含量不高。

3、农民工参加创业就业培训积极性不高，培训种类还是较为



单一。

四、下一步打算

1、继续加大开发就业岗位力度，千方百计稳定和促进就业。
实施就业岗位开发计划，开辟更多新的就业岗位，确保我县
就业形势的稳定。

2、继续发挥创业担保贷款促创业就业的政策优势，“贷”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纵深发展，进一步加大对创新产业
扶持力度。

3、构建更加灵活创业就业培训模式，使其真正成为促进就业
和带动创业的有效手段。

书屋活动总结 社区农家书屋工作总结篇二

镇村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是一代伟人_同志的祖籍地。村在
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帮助下，完成了农家书屋建设。

镇村的农家书屋共有藏书1000多册，分政经、科技、生活、
文化、少儿、其他、报刊、音像八大类。包含了文学小说、
生活常识、科普知识、科学种植、养殖知识等种类丰富的书
籍，知识涵盖面广、内容丰富，能够很好的提高广大村民的
各种知识和提供给他们各种技术信息。农家书屋书籍分类严
格按照管理手册要求，按类别依次排放整齐，内设有桌椅数
张，现书屋内已配备了电脑、电视、一体机等电子设备，为
音像的播放提供了平台。

村农家书屋由村会计担任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参加过培训，
对农家书屋各类书籍分门别类陈列，便于村民借阅。管理员
熟悉的图书分类、登记、保管和借阅等方面的知识，图书保
管、借阅等有章可循。书籍的借还情况都经过严格的实名登
记，管理员定期检查书籍是够被虫蛀、受潮，是否有遗失、



缺页等现象，保证图书不被损坏和丢失。农家书屋开放时间
自由，有借阅要求的村民，可以随时联系管理人员登记借阅
书籍。在县文广新局的大力帮助下，结合我村实际情况，农
家书屋的编目登记、分类陈列、借阅登记等工作不断完善，
农家书屋的管理逐渐科学规范。

农家书屋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农家书屋的建设，
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1.农家书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以前农闲时间很多农民群众在家呆着没事干，大多靠打扑克、
打麻将等来消磨时光，想看看书，查查资料却无处可去，有
了农家书屋，村民有了好的去处，赌博和家庭吵闹的少了，
看书成为了一种生活乐趣，调剂了单一乏味的农村生活。

2.农家书屋使村民接受了新知识，获得新资讯，实现再教育。

农村信息相对闭塞，村民能接受的文化知识相对较少，农家
书屋订有报刊杂志，为村民提供最新的社会资讯。村民通过
看书看报了解国家政策，获得更多的生活常识、种养技术，
通过自学，在家门口上培训班，实现再教育。

3.农家书屋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拓宽了信息渠道。农民日常生
产中出现的种植养殖技术问题，得不到快速、有效地解决，
农家书屋为现代技术广泛地推广、应用于农村的生产和生活
提供了渠道，小书屋也为农民生产提供了智力支持。

4.提升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农家书屋还为
在读农村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一些村民陪同孩
子到农家书屋一同学习，还以书正风、以书育人，村民文化
知识水平得到了提升，农民的素质也得到提高。

现在随着农家书屋的建设和推广，农家书屋已成为农民的朋



友，成了提升农民素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有力阵地。

农家书屋的普及程度仍需要扩大，管理水平仍需要提高。基
层干部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农
村书屋的影响面积，争取做到人人了解、人人喜欢、在村民
中间广泛的普及，加强农民群众对新知识新科技的了解与认
识，刺激他们去了解新知识，去提高新科技的学习兴趣，做
到想要去学习,想要去看书才能有效的发挥出农家书屋的价值
和理念，那样才能提高农村群众的整体知识水平，提高农民
素质。存在的不足就是没有专项资金维护管理。望上级部门
大力支持。

书屋活动总结 社区农家书屋工作总结篇三

农家书屋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农家书屋管理员的作用至
关重要。农家书屋管理员的工作，直接影响到农家书屋工程
主要任务、目标的具体实现和落实。只有农家书屋管理员对
工作充满热情，发挥自己的智慧，付出自己的汗水，才可能
让农家书屋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农家书屋管理员是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对农民群众文化关怀
的最终传递者。农家书屋管理员是农家书屋的实际管理者，
其管理水平的高低、工作质量的好坏、热情的多少，都直接
影响着农家书屋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农家书屋功效的发
挥，直接影响到农家书屋工程主要任务、目标的具体实现和
落实。

１、在管理上，要做好农家书屋的各项管理工作是书屋得以
正常运转的前提与基础。第一，管理好各类出版物。主要是
做好出版物的接收、分类、编目、借阅、收回、保存等工作，
对书屋的各类出版物做到接收清楚，分类明确，摆放规范，
标记醒目，记录完整，存取方便。第二、管理好农家书屋的
配套设施及场所。要管理和维护好书架、桌椅、电脑、电视
等设施设备，做到对各类设施的定期维护与保养，确保它们



完好元损。第三、制定并执行好各服务环节的管理制度。结
合本地实际，为保证各项服务的规范、有序、，就必须制定
出相应的服务管理制度，如管理员岗位责任制、村民借阅制
度。

２、在服务上，管理好农家书屋的目的是为了向农民提供服
务。首先要做好借阅服务，保证服务质量。其次要做好信息
服务，当好村民的阅读参谋。还要做好宣传服务，鼓动村民
阅读。

３、在创新上应有所突破，应该开动脑筋，多想办法，发挥
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农家书屋为平台，为村民提供更
多的延伸服务。

通过近二年来的工作实践，管理员还应有几个方面的素质条
件，便于工作的有利开展。

一是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就要了解其意义和工作目标，充
分认识它的地位和作用。

二是善于沟通与组织。要向村民宣传，介绍、提供信息，向
上级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等等。

三是应具备相应的业务知识。农家书屋管理员要做好工作，
仅具备爱岗敬业与奉献精神还不能保证服务质量，还应具有
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相关的业务知识与技能。

一是在一些硬件建设上不觉应逐步的落实，图书的种类及数
量远不能满足各类阅读者的需求。场所的狭窄及人员经费的
备置等有待进一步加强改观和落实到位。

二是在管理员的业务培训应规范，统一纳入到专业培训上来，
使农家书屋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做得实实在在，
为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书屋活动总结 社区农家书屋工作总结篇四

春节期间，外出农民工和放假学生集中返乡，农民群众闲暇
时间较多，文化需求旺盛，为了使农家书屋更好的为农民服
务，我镇农家书屋根据自身情况和读者需求，高度重视农家
书屋开放工作，均适当延长了开放时间，制订了值班制度，
方便群众来书屋借书、看书的需求。全镇21个农家书屋春节
期间实行全天12小时免费开放，时间从7:30-19：30，书屋管
理员克服困难，每天坚守岗位，做好书屋的各项服务，方便
群众阅读。

镇包村干部和农家书屋管理员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
走村串户开展宣传，提高群众对农家书屋的知晓度和服务满
意度。如司马村、周古堆村、冯庄村农家书屋管理员积极为
广大中小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场所，村两委干部逐户登门邀
请外出务工返乡过年的群众来书屋看书。

以“书香飘万家 共建新司马”为主题的大型农家书屋活动，以
“读一本好书、学一门技术、推一批典型、富一方百姓”为
目的通过讲演，让读书的群众讲述读书、用书的经历、体会
和感受，充分展现农家书屋作为农民群众精神家园的重要性。
重点突出四个方面：一是使“知识改变命运，阅读改变生活，
读书创造未来”成为群众的广泛共识；二是进一步丰富农村
文化生活，引导农民群众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促进农村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是真实反映农家书屋在帮助农民群
众脱贫致富、改变落后陈旧观念的方面的实际效果；四是使
农民群众更多地了解党对三农的方针、政策，树立热爱家乡、
建设家乡的信念。

书屋活动总结 社区农家书屋工作总结篇五

农家书屋是为满足职工群众文化需求、在基层单位建立的向
职工群众提供实用的书报刊和电子音像产品的公益性文化服
务设施，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重大措施，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重大公
共文化服务工程。

我连农家书屋共有藏书20xx余册，分政经、科技、生活、文
化、少儿、其他、报刊、音像八大类。图书种类包含了文学
小说、生活常识、科普知识、科学种植、养殖知识等种类丰
富的书籍，知识涵盖面广、内容丰富，能够很好的提高广大
职工群众的各种知识和提供给他们各种技术信息。农家书屋
书籍分类严格按照管理手册要求，按类别依次排放整齐，内
设有阅读书桌一张，阅读椅数个。

农家书屋管理安排了专职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参加过培训，
对农家书屋各类书籍分门别类陈列，便于职工群众借阅。管
理员熟悉的图书分类、登记、保管和借阅等方面的知识，图
书保管、借阅等有章可循。书籍的借还情况都经过严格的实
名登记，管理员定期检查书籍是够被虫蛀、受潮，是否有遗
失、缺页等现象，保证图书不被损坏和丢失。农家书屋开放
时间自由，有借阅要求的职工群众，可以随时联系管理人员
登记借阅书籍。

农家书屋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农家书屋的建设，
从根本上改变职工群众的贫瘠的精神生活。1.农家书屋丰富
农村文化生活。

以前农闲时间很多职工群众群众在家呆着没事干，大多靠打
扑克、打麻将等来消磨时光，想看看书，查查资料却无处可
去，有了农家书屋，职工群众有了好的去处，赌博和家庭吵
闹的少了，看书成为了一种生活乐趣，调剂了单一乏味的农
村生活。

2.农家书屋使职工群众接受了新知识，获得新资讯，实现再
教育。连队信息相对闭塞，职工群众能接受的文化知识相对
较少，农家书屋订有报刊杂志，为职工群众提供最新的社会
资讯。职工群众通过看书看报了解国家政策，获得更多的生



活常识、种养技术，通过自学，在家门口上培训班，实现再
教育。

3.农家书屋为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拓宽了信息渠道。职工群
众日常生产中出现的种植养殖技术问题，得不到快速、有效
地解决，农家书屋为现代技术广泛地推广、应用于农村的生
产和生活提供了渠道，小书屋也为职工群众生产提供了智力
支持。

4.提升职工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提高职工群众素质。农家
书屋还为在读连队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一些职
工群众陪同孩子到农家书屋一同学习，还以书正风、以书育
人，职工群众文化知识水平得到了提升，职工群众的素质也
得到提高。

现在随着农家书屋的建设和推广，农家书屋已成为职工群众
的朋友，成了提升职工群众素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有力
阵地。

农家书屋的普及程度仍需要扩大，管理水平仍需要提高。基
层干部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农
村书屋的影响面积，争取做到人人了解、人人喜欢、在职工
群众中间广泛的普及，加强职工群众群众对新知识新科技的
了解与认识，刺激他们去了解新知识，去提高新科技的学习
兴趣，做到想要去学习,想要去看书才能有效的发挥出农家书
屋的价值和理念，那样才能提高农村群众的整体知识水平，
提高职工群众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