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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农村民情走访记录篇一

3月8日 星期四 天气：雪

全市“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动员会议刚刚结束，在办
公室的我有点坐不住了，双联行动方案虽然已经出台，但具
体工作从何着手，一定要再入户看看，尽可能多的掌握一些
实际情况，才能理出思路。可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雪，也
好，环境恶劣有些问题才能显露出来，叫上张组长，马上出
发。

我们驱车径直来到土门镇永东村北城组的一户人家，几间80
年代的土坯房里住着一家四口，户主叫朱光林，两个女儿都
在上学，妻子郁海棠身体不好，只能做做家务，照顾照顾孩
子，只有朱光林一人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家庭收入也基本来
自10亩地的几千元种植收入，由于供养负担重，常常是入不
敷出、捉襟见肘。看着这位比我年长不了几岁，但被生活的
担子压得显得有点苍老的一家之主，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离开了朱光林家，我们又来到永东村车院组的一户农家，穿
过泥泞的小院，来到了堂屋，大炕上躺着一位年逾花甲、重
病在身的老人，老人由儿子王奋仁夫妇照顾，一儿一女两个
孩子正在镇上的小学上课，一家五口人住在几间年久失修、
已成危房的土坯房里，每年来自10亩地的一点收入，除了家



庭正常开支、给母亲看病、供孩子上学外所剩无几，靠享受
政府低保勉强维持生计。

又走访了郭林等几户人家，情况基本大同小异，带着纷繁的
思绪回到办公室已是下午六点多了，一天的摸底走访，我深
切地感受到了贫困村、贫困户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了省委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重大
意义，作为一名联村联户的干部，我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作为全市地税系统“双联富民”领导小组的组长，我觉得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我相信，通过我们共同努力，一定能找
到出路、想出对策，早日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最终奔向美好
的小康生活。

农村民情走访记录篇二

和马主任一家吃过早饭已到九点了，今天我们的工作计划是
上午下田收割玉米，体验农活，下午到四社走访农户，并把
村里的黑板报办起来。这些也是我昨夜思考良久的。特别是
作为从机关下村的干部，下田体验农活很有必要。村委马主
任忙于村里的工作，三四亩玉米还在田里，所以我们决定到
马主任田里收割玉米。

到了田里，我学着马主任的样子掰玉米棒子。虽然小时候帮
家人下田劳动，但是老家那边种的都是小麦、豌豆等作物，
所以掰玉米棒子还是头一次。不过这活一学就会，就是一手
抓住玉米棒子，另一手拿小刀在包叶上面划一道口，然后顺
着那道口子剥开包叶，再把里面的玉米棒子掰下来，工序就
这样简单。由于海拔较高的原因，每株只结一个玉米棒子，
偶尔也有两个的，不过其中一个很小。掰了一会儿后，我的
手法越来越娴熟，速度也很快了。这时，海东农牧局科技推
广站洪站长打来电话，让我今天赶紧领上昨天我给他说要办
养殖场的村民马哈比，到民和县畜牧局补报家庭养殖项目。



我一联系马哈比，他正好在县城。而且我们的帮扶组成员小
孟从县城还没向村里出发，所以我让他领马哈比去县畜牧局。
不一会儿，马主任夫人也干完家务活到了田里。随后，我们
帮扶组的老谢、小罗，还有村支部马书记都到了，田里一下
子热闹起来了。人多力量大，我们七个人每人占一个垄，一
垄一垄掰，马主任负责铲秸秆，一下子加快了收割的速度。
收玉米不太累，大家又说又笑地干到了中午。回头望去，身
后金黄的玉米堆越来越多，腾出的空地也越来越宽，很少劳
作的原因，大家兴奋不已。

下田劳动的原因吧，中午大家吃饭很香。马主任夫人给我们
做的是熬饭，一个个都吃了两碗，还把一大碟子油饼吃到底
了。

下午我们走访的是距马主任家所在的二社两公里多的四社，
即小库土社。这个社是个自然村落，坐落在一社山梁下边的
阴山根，地势较低，但坑洼不平，庄廓布局杂乱。我们的车
歪歪扭扭地行走在村道上，好像在流水似的白土里游泳，又
好像在厚厚的白土尘烟里腾云驾雾。村民们很热情，不管以
前见没见过都会打招呼，并往家里邀请。我们先后走访了五
户农户，了解的内容基本一样。但是今天走访的一位老农，
让人心酸。他叫马索来么，已六十九岁了，家里只有长病在
家的老伴，也快七十了。四个儿子都不争气，一个个在外过
自己的日子，根本不顾两个老人，用当地的话说就是“不上
路”。为了维持贫寒的生活，这位老大叔耕种13亩地，还当
村里的护林员，管护大家的退耕还林地。尽管如此，但不知
为什么他没有享受到农村低保。我的心里很酸楚，能为他做
点什么呢?我从兜里摸出一百元钱塞在他手心，让他买双鞋，
因为他穿的鞋实在是太破了。他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转过头悄悄的对村支部马书记说下次调整低保，一定不要
忘了他。

从四社小库土返回到一社山梁时，时间已不早了。我们把村
里简易的公开栏用墨汁刷了两边后，大家一齐动手，划线的



划线，写字的写字，画边的画边，不一会儿把黑板报办了起
来。黑板报的右下角还写上了让村民们抓紧开展秋季覆膜等
工作的通知，左下角我用彩色粉笔画上了一朵红牡丹，远远
望去还有点意思。

又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回想起来，感到农村工作虽然苦点，
但也十分充实。

屈指算来到xx村已12天了。这些天来，走村串户，访贫问寒，
与这里的村社干部、党员和村民谈心、交流、拉家常，收获
颇多。在这里，人们的生活有贫有富，但更多的是贫困。农
民们很辛苦，家家户户几乎都耕种着三十亩以上的耕地，有
的还耕种四五十亩，这在我的家乡及好多农村是少有的。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繁忙的生活。
但是这些天来一直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即使生活条件不好，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这些乡亲们一个个都活的挺有精
神。写到这里，我就想起现在的许多城里人，吃穿不愁，但
总拉着一张苦瓜脸，无精打采，生活在郁闷的世界里。我们的
“上班族”们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面对电脑一脸茫然，好
似有无尽的烦恼。在这里，我们与贫困户聊天，他们说有许
多寒苦，但他们相信党和政府，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与
希望。我想，这就是他们以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的缘由吧!

九点半时，我们帮扶组的同志们都到齐了。今天我们去走访
的是三社，也叫松把社，距离我们的根据地村委马主任家还
有两公里。我们向东徒步行走十来分钟，眼前出现了一道大
坡，这个自然村刚好社坐落在山腰上。放眼向前望去，这里
都是一道道的大山梁，山成排、沟成行。我这时才突然明
白，xx村的名称可能就是这样得来。顺着山坡土路向下继续行
走了十多分钟，就到了三社。向下望去，废弃的庄廓随处可
见，真正像样的农家不多，巷道里也不见个人影。一路上听
老谢说原先这个社有26户，现在只剩10户。我们连走了三户，
但家家都锁门。在老谢的提议下，我们径直来来到原村支部
书记孙万发家。走进他家时，他正要出门去收割玉米，见到



我们他很热情地让我们进屋。看上去家里条件并不好，像样
的只有一台电视机，上边还赫然写着“农村党员远程教育收
视器”。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前些日子有人说村上有个电
视在孙x家，但大家都怕得罪人，谁也不愿去要回来。老谢说
他家在这个社还算，以前这个孙书记工作干得也不错，青海
《党的生活》还专门报道过他，可是后来群众反映不好，换
届时没能当选。攀谈中我们得知以前他当过民办教师，如果
再坚持两年就转正了。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外跑车，收入
也可以，但因为他们这个地方条件太差，已过结婚年龄的儿
子一直说不上媳妇。他说这个社、包括整个xx村的小伙子们
都很难说媳妇，姑娘们没人愿意到这个山大沟深的穷地方来
当媳妇。好在他的二儿子很争气，现在上天津石油大学，快
毕业了，工作已签约。谈到村里的工，他说这里的群众有条
件的想方设法自己搬走了，留在村里的都是最困难的，大家
都迫切希望政府帮助他们搬出大山沟。我在心里想，xx村也算
大村，整体搬迁不太现实，但是通过政府适当扶持鼓励自行
搬迁还是可行的，作为帮扶工作组我们还是多反映吧!

今天，乡政府梅乡长要求我们到乡上开会。内容是研究驻村
帮扶工作。

来到乡长办公室，梅乡长正在等我们。我们驻村帮扶组人员
到齐后，会议开始了。会议只有两个主要议题。第一个议题
是研究确定驻村帮扶组组长、副组长。梅乡长说我是市里下
派的干部，所以让我当组长，仲副乡长当副组长。我说还是
让仲副乡长当组长，但是他们执意让我当，我也没有推辞。
第二个议题是按照《青海省驻村干部管理办法》，组建驻村
帮扶组临时党组织。除xx县工会干部小罗是预备党员外，我
们其他五名干部都是正式党员。因为党员较多，我们决定组
建临时党支部，由乡党委下批复。梅乡长还是让我任支部书
记，仲副乡长任副书记，大家都一致同意。接下来，梅乡长
代表乡党委、政府向我们提出了驻村工作的相关要求，主要
是如何遵守工作纪律、如何开展工作，等等。



会议结束后，我和仲副乡长按照会议研究的内容，立即起草
了向xx村下派驻村帮扶组的通知和组建xx村临时党支部的请
示，提交给了乡政府办公室。

农村民情走访记录篇三

今天按照计划安排，我们到结对帮扶组，走访几户困难户。
西站社区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居民多是靠外出打工维持生计。

我们走访慰问的第一位居民是患有子宫癌的肖春连。踏着泥
泞的小路，我们来到了六组的肖春连的家，一个破旧的房子
里凌乱的摆了几件破旧的桌椅，一张杂乱的木板床上，肖春
连半倚着坐着，见我们进来准备起身。我连忙走过去，示意
她躺下就好。肖春连很不幸的患上子宫癌，为给她治病，家
里已经欠了一大笔的债务。她看到我们非常激动，招呼我们
坐下，眼里饱含着泪水，向我们述说了她的病情和家里的困
难，她说面对今后的日子，她们一家都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
经过我们的一番开导，肖春连擦干泪水说：“相信政府不会
抛弃我们不顾的，现在你们给我们办了低保，我很感激，你
们今天来看望我，说明政府是关心我们的，我会打起精神，
坚强地面对生活。”

我把爱心卡掏了出来，写上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我知道以她
的个性不会联系我，但是一旦联系肯定是她处理不了的大事。
走的时候她有些激动，一路出门跟着走了好长一段路。到了
路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依旧在那里张望，顿时心里
有股暖流直窜心田，很温馨，很感动。

曹启华的房子很破旧，苍老的青砖石瓦的有种穿越历史的年
代感，除却一台破旧的电视机，屋子里几乎没有什么电器设
备，更不用说家具之类的。只有一个正对着门口的八仙桌，
桌面整齐的铺了一层报纸，布置的干干净净。他端正的坐在



门边上，眼睛注视着门外。

曹启华52岁了，离异，高位截瘫，一个女儿在读大学，自已
一个人靠父母做饭洗衣，脑筋有些迟钝。我就着他坐在轮椅
旁边，他的眼睛却一直注视着门外。

“也不知道来不来。这都不剩多少天了。”

我知道他想着在外读书的孩子们，像所有的父母一样期盼着
自己的孩子们好好的，念着他们，想着他们。

我们起身走的时候，他嘴里念叨着依旧是他的孩子。两只眼
神依旧那样茫然的张望着，像是看见了希望，但却是那样的
不可触及，过于遥远。

接下来的2户人家境遇都差不多，上午走访完后，还剩一户不
在家。

据了解，段成群夫妇只有一名女孩，年轻时一家三口的日子
还算过得有滋有味，后来女儿长大了，嫁到了邻乡，离老人
家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虽然女儿偶尔会回家看望两位
老人，但大多数时间两位老人都是靠自己生活。由于女儿家
的家境不好，不能给段老夫妇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所以，两
位老人只能靠新农保养老金、种地和养猪维持生活。前几年
日子还算勉强可以维持下去，可今年已经七十多岁的段成群
老人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二老的生活也过得很艰难。

得知我们的来意，两位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我们问老人
最近生活过得怎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上忙时，段成
群老人笑着摇了摇头，然后用颤抖的双手夹着一杆旱烟深深
的吸了一口，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许久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或许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用沉默表示他所有的感激。

我去帮他的妻子烧火沏茶，并询问他们的近况，她除了一个



劲地说现在的政策好之外，让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现
在的政策已经很好了，我们每个月能领到百十来块钱，只要
不生病，我们老两口能照顾好自己，不给共产党添麻烦。多
么简单而又朴实的语言，其实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
多点人情的温暖。

天色已经渐晚，我们离开的时候，两位老人站起来和我们一
一握手道别。社区孤寡老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关心
社区孤寡老人不仅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责任。希望每
个人都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关爱身边的农社区孤寡老人，
给他们一个安详的晚年。

今天走访的这几户特困户，社区均给了500元慰问金，我们决
定逢年过节都要去看看他们，给予他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
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鼓励，我们希望看见，像肖春连那
样积极面对人生的笑容，出现在每个人的脸上。

敲开福润社区50幢101室的大门，我和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莫善
舒家。莫善舒家中的摆设很简单、很干净，没有几件家具和
电器设备。在莫善舒妈妈的帮助下，坐在轮椅上的莫善舒爸
爸被推到我们的身旁。我们说明来意以后，莫善舒妈妈就开
始向我们介绍起来，“我丈夫，因为肌肉萎缩，肢体重残，
一直行动不便，在家都要坐在轮椅上”。“因为照顾他，我
一直没有上班。女儿莫善舒，在读六年级书。”

记录情况

我们一边记着莫善舒家的情况，一边就询问“家里有什么困
难吗?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莫善舒爸妈异口同声地
说，“没有，没有!”“福润社区已经很照顾我们家啦，社区
大学生村官开办的彩虹学堂，为我女儿省去了补课费，轮椅
也是社区安排的，还有人定期上门为轮椅做保养，我们真的
不能再添麻烦啦!”莫善舒妈再三叮嘱着。



期许

当我们一再询问道“莫善舒大了，家用紧张不紧张”时，莫
善舒妈妈才吞吞吐吐地说出“如果能在家门口能找个钟点工
就好了，我又能照顾到莫善舒和她爸爸，又能补贴家用。莫
善舒正值长个子发育的时候，需要营养，如果能帮我找到工
作，那我就更开心啦!”朴素的语言中，真实地透露出莫善舒
全家的期许。

原来莫善舒家的的公约数-----“就是帮莫善舒妈妈找到零
工”。

三点体会

心系群众 近听民声

第一：大走访，就是让我们动起来，与老百姓再亲一点，与
老百姓再走近一点，老百姓才会把掏心窝的话跟您说，才会
了解到老百姓所思所想所需所盼。

第二：大走访，就是让我们干起来，我们应该真走真帮，主
动为老百姓做点什么。

第三：大走访，不仅是我们要有举动、有行动，更是通过我
们的走访，让老百姓真感动、真心动。

今天按照计划安排，我们到结对帮扶村，走访几户困难户。
之前在团结村朱支书那了解到，团结村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居民多是靠外出打工维持生计。

我们走访慰问的第一位居民是患有乳腺癌、子宫癌的陈秀芳。
踏着泥泞的小路，我们来到了后云组的陈秀芳的家，一个破
旧的房子里凌乱的摆了几件破旧的桌椅，一张杂乱的木板床
上，陈秀芳半倚着坐着，见我们进来准备起身。我连忙走过



去，示意她躺下就好。陈秀芳很不幸的患上乳腺癌、子宫癌，
为给她治病，家里已经欠了一大笔的债务。她看到我们非常
激动，招呼我们坐下，眼了饱含着泪水，向我们述说了她的
病情和家里的困难，她说面对今后的日子，她们一家都不知
道该怎样活下去。经过我们的一番开导，陈秀芳擦干泪水说：
“相信政府不会抛弃我们不顾的，现在你们给我们办了低保，
我很感激，你们今天来看望我，说明政府是关心我们的，我
会打起精神，坚强地面对生活。”

我把爱心卡掏了出来，写上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我知道以她
的个性不会联系我，但是一旦联系肯定是她处理不了的大事。
走的时候她有些激动，一路出门跟着走了好长一段路。到了
路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依旧在那里张望，顿时心里
有条暖流直窜心田，很温馨，很感动。

房子很破旧，苍老的青砖石瓦的有种穿越历史的年代感，除
却一台破旧的电视机，屋子里几乎没有什么电器设备，更不
用说家具之类的。只有一个正对着门口的八仙桌，桌面整齐
的铺了一层报纸，布置的干干净净。他端正的坐在门边上，
眼睛注视着门外。

“也不知道来不来。这都不剩天了。”

我知道她想着在外务工的孩子们，像所有的父母一样期盼着
自己的孩子们好好的，念着他们，想着他们。

我们起身走的时候，他嘴里念叨着依旧是她的孩子们。两只
眼神依旧那样茫然的张望着，像是看见了希望，但却是那样
的不可触及，过于遥远。

接下来的2户人家境遇都差不多，上午走访完后，还剩一户不
在家，村干部说下午再继续联系。

据了解，庞学礼夫妇只有一名女孩，年轻时一家三口的日子



还算过得有滋有味，后来女儿长大了，嫁到了邻乡，离老人
家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虽然女儿偶尔会回家看望两位
老人，但大多数时间两位老人都是靠自己生活。由于女儿家
的家境不好，不能给庞老夫妇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所以，两
位老人只能靠新农保养老金、种地和养猪维持生活。前几年
日子还算勉强可以维持下去，可今年已经七十多岁的庞学礼
老人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二老的生活也过得很艰难。

得知我们的来意，两位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我们问老人
最近生活过得怎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上忙时，庞学
礼老人笑着摇了摇头，然后用颤抖的双手夹着一杆旱烟深深
的吸了一口，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许久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或许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用沉默表示他所有的感激。我
去帮他的妻子烧火沏茶，并询问他们的近况，她除了一个劲
地说现在的政策好之外，让我记得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现在
的政策已经很好了，我们每个月能领到百十来块钱，只要不
生病，我们老两口能照顾好自己，不给共产党添麻烦。多么
简单而又朴实的语言，其实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多
点人情的温暖。

天色已经渐晚，我们离开的时候，两位老人站起来和我们一
一握手道别。农村孤寡老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关心
农村孤寡老人不仅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责任。希望每
个人都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关爱身边的农村孤寡老人，
给他们一个安详的晚年。

今天走访的这几户特困户，站里均给了500元慰问金，我们决
定我们逢年过节都要去看看他们，给予他们的不仅是物质上
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鼓励，我们希望看见，像陈秀
芳那样积极面对人生的笑容，出现在每个人的脸上。



农村民情走访记录篇四

3月28日，我与单位部分干部走访了高地社区。高地社区地处
城乡结合处，近几年发展迅猛，发展带来的问题也不断凸显。
走访中，高地社区的干部群众反映，该社区部分农户因住房
距离杭浦高速过近，来往车辆多，噪声大，特别是夜间不能
正常休息，生活为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可是，由于杭浦高速
的管理部门不是我们余杭区的，虽然也向有关部门反映过，
但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村民一直为这个问题而苦恼。

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走访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回到办公室后，我立即与区交通局、环保局取得了联系，讲
述了事情的缘由，寻求解决的办法。区交通局领导非常重视，
答应第一时间与该路段的管理部门杭州市高速路政大队联系。
没过几天，市高速路政大队派出三位工作人员来到社区，我
与区交通局等相关部门人员陪同实地踏看了现场，核实了情
况，初步商定以社区的名义向市高速路政大队递交一份反映
情况的报告，再由市路政大队将社区的报告和要求上报到上
级主管部门，努力争取市路政大队、上级主管部门、区交通
局和社区能坐下来一起协调解决此事。市高速路政大队将核
实后的情况，上报到其主管部门。目前，两家单位就处理意
见已与村干部进行了沟通、协商，估计不久就会有回复，问
题有望得到解决。区环保局对此事也很重视，积极做了一些
配合工作。

我也会一直关注和跟踪这一问题，使这个问题早日得到彻底
解决。

随后我又走访了高地社区居民汪鸣忠，其妻向我反映家里的
有线电视信号不好，画面不清楚，有时还搜索不到频道。回
到单位后，我联系了数字电视公司的领导，说明了情况。第
二天一早，该公司派人对汪鸣忠家附件的线路进行了检修，
但没有发现问题，又对周围的信号进行了测试，也没发现异
常情况。工作人员与汪鸣忠取得了联系，对其家中的电视及



数字接收装置进行了调试，线路是正常的，查明是因为雷雨
天气“惹”的祸。临走时，工作人员告诉汪鸣忠，今后在使
用中如有问题，联系后他们会第一时间派人过来处理。

事后，数字电视公司将处理结果告诉了我。我想，如果我们
的区级各部门、党员干部都有数字电视公司这样的服务意识，
那么群众反映的问题就不是问题，群众与我们的心就会贴的
更近。

农村民情走访记录篇五

根据工作日志安排，我们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慰问特困户和老
党员。上午8：00镇党委副书记、驻村工作组组长田先桃将车
开到学校，带上我们三人和慰问的大米、食用油就向杨家湾
村进发。

车子在满目疮痍的雁熊公路上颠簸40多分钟后，我们在杨家
湾村党支部书记杨明安同志家门前下车。在杨书记的带领下，
我们扛上米，提起油一起去慰问特困户。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二组特困户郭团员家。户主郭团员今
年81岁，体弱多病，妻子哑吧，78岁，女儿由于大脑不很好
使，加上不务正业，至今35岁仍待字闺中。

郭家由于家庭困难，加上与村里电工因用电纠分，已被电工
停电两年。第一次走访时，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立即与村
支部书记一起找电工张国平和郭同富共同协商，免去了以前
欠下的电费，当场接通电源，确定电表起始刻度，并约定以
前的电费既往不究，从今天开始，用多少电，交多少费。今
天，郭同富老人一见到我们，就拉着田书记的手，感激不尽，
看到我们又为他们送来米和油，更是热泪盈眶：“感谢共产
党，感谢工作组。你们不仅为我们申张了正义，还为我们带
来了光明，送来了米和油，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



接下来，我们慰问了二组特困户郭团员、三组特困户杨中发，
走访看望了四组老党员老干部许还清，许太来和养鸭专业户
许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