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双联户月工作总结(大全5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
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双联户月工作总结篇一

一、指导思想

以*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
“十二五”扶贫攻坚计划，转移扶贫理念，创新扶贫方式，
拓宽扶贫领域，突出扶贫重点，整合资源，扎实有效地做好
扶贫工作，推动农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二、目标任务

(一)核准贫困群体、针对性帮扶

激发机关党员干部扶贫济困的热情，积极组织党员干部与驻
点村贫困户结成对子，开展“1+1”包户扶贫，党员干部都要
帮扶一名贫困户，尤其是贫困计生户都要得到帮扶，切实帮
扶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充分体现党和*对弱势群体的关心，
对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要着力帮助其提高自我发展能
力;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要给与必要的`救济和救助，
加强扶贫项目资金的管理，让扶贫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二)协助搞好规划，实施扶贫开发

按照县整村扶贫五年推进计划，大力协助定点村抓好基础设
施建设，重点抓好通路、通电、通电话和广播、解决学校危
房、切实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建一个村级卫生所，文化活动



室，按照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让定点扶贫村群众“走*坦
路、喝干净水、上卫生厕”，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三)发展“一村一品”产业，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大力帮助定点扶贫村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几个有一定规模的
扶贫主导产业;开展科技扶贫，壮大新生产业，推广新技术、
新产业，使扶贫贫困村群众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农民
年*均收入有所提高。

(四)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整体素质

积极联系农、林、畜牧业、科技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到村
开展培训，送技术下乡，不断提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基本
掌握12门实用技术，实现自主创业，帮助有条件的劳动力进
行技能培训、转移外出务工，提供就业和*服务，积极做好定
点扶贫村的“一村一名中高级技工”培训工作，实现培训一
人，脱贫一家，培训一方，致富一方。

(五)加强组织建设

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以村党支部建设为核心的村级组织
建设，充分考虑每项政策对贫困群众的影响，通过基层民主
政治建设，提高贫困人口在公共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权。

双联户月工作总结篇二

20xx年9月，按照县委县*要求，我们驻胡家坨镇将军坨村驻
村帮扶小组3名帮扶队员来到胡家坨镇将军坨村，开展了驻村
帮扶工作。驻村工作使我们既得到了锻炼，又助力了成长。

怀着一颗爱民敬民的心，我们走进了将军坨村。驻村帮扶，
我们的一言一行，不仅代表了个人行为，更是代表党和*对将
军坨关怀的具体体现。驻村干部如果对群众没有感情，不仅



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会损害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
动摇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我们与接触到的村民交朋
友、“接地气”，实打实地给群众排忧解难，把这样的驻村
帮扶当成一场走亲访友的“亲情之旅”，当成送关怀送温暖
的实际行动。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虚伪的表情，我们脸上
洋溢着最诚挚的微笑，带着党的关怀，走访了村里的老党员
家庭，静心倾听了他们的心声。在走村串户的路上，我们和
村民们结交了深厚的感情，努力为村里办实事，办好事。几
个月来，街上的路好走了，土围墙换上了铁艺墙，村民广场
还新装了健身器材等等，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积极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提高将军坨
村群众们的幸福指数，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驻村帮扶工作一边面要联系群众，另一方面也要和基层干部
协调合作。与基层干部打交道的时间多了，通过他们也更加
深入的了解了基层工作的艰辛和重要。通过与基层干部的接
触，我们发现：一是基层人员编制少，工作任务量大;二是基
层财政所保障水*低;三是管理体制没有理顺，乡镇职能不对
称;四是乡镇财政缺乏自主财源，管理不规范;五是农村公益
事业发展建设落后，村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没有调动
起来;六是乡镇财政是财政管理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直接面
对广大人民群众，业务量大，服务项目多，服务难度大。这
次调研使我们对乡镇财政及基层干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
我们以后更好地完成各项财政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驻村期间，在村支部何*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我局帮扶的蔬
菜大棚基地和机井地。到了蔬菜大棚，我们被眼前绿油油的
蔬菜和长势可人的玉米地所征服了。这里的白菜、圆白菜、
辣椒长势喜人，一片丰收的景象。在此期间，我们还参观了
杏园基地，将军坨村有500多亩的杏园，还有50多亩杏园用于
发展观光采摘，带动全村林业发展。我局工作队在外出打工
农户闲置的院子里也培植了一个小蔬菜基地，有黄瓜、丝瓜、
茄子、豆角、生菜、西葫芦，还有水萝卜、胡萝卜、西红柿，
真是品种齐全、应有尽有。在仔细倾听村民和驻村工作队讲



解拔草的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拔起来，
过了一会儿，大家就熟练掌握了拔草的技巧，做起来游刃有
余。看着我们做起农活来如此利索，何*称赞道：“没想到你
们这些略带几分娇气的文弱书生，干起农活来，还真像那回
事儿，像你们这样能吃苦、肯吃苦，将来肯定有出息。”我
们听后，干起活来更起劲了。田间劳作不仅使我们在身体上
得到了锻炼，而且升华了我们的思想，并知道“一粥一饭来
之不易”，体会到了农民的勤劳、朴实、热情与艰辛。通过
田间劳作，使我们更加热爱这片热土，在以后的生活中，一
定会更加脚踏实地，艰苦奋斗。

通过这次驻村帮扶锻炼活动，我们理解了领导让我们来的意
图，青年干部深入到基层一线进行帮扶锻炼，就是要学习基
层先进经验，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接地气”，体民情，提
高自身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学习基层干部直接面对一线、面
对老百姓，克服困难、排忧解难的能力，学习村民那种不怕
吃苦、自力更生、纯朴善良的传统，通过锻炼，助力成长。

驻村期间，我们学习了锄草、浇地、对花、挖地、施肥等农
活，亲身感受了农民的不易;对基层教育现状有了深刻的认识，
对村干部“基层工作难”的心声有了切实的体会;对基层财政
有了更深的了解，提高了做好财政工作的能力;通过和农民近
距离的接触，实实在在地密切了干群关系。通过驻村锻炼，
小组成员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大家还收获了一
份珍贵的友情。驻村时间虽然短暂，但大家收获颇丰，这些
收获在我们的一生中都是弥足珍贵的。

双联户月工作总结篇三

20xx年，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党的xx大精神，继续坚持精准
扶贫方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抓住洪江市列入比照贫
困县的大好机遇，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扶贫投入，扎实开展
整村推进、精准扶贫、科技扶贫、“雨露计划”培训和产业
化扶贫等专项扶贫工作，认真开展定点帮扶工作，加大行业



扶贫和社会扶贫力度，全面做好我乡扶贫开发各项工作。

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创新扶贫开发模式，对9个贫困村实
施整村推进工程;完成“雨露计划”培训100人，提高贫困农
民劳务技能;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选择7个村开展
到户增收项目，切实增加群众收入;开展产业扶贫贴息贷款工
作，带动贫困户就业脱贫;认真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发展
条件;扎实搞好定点扶贫，深入持久开展社会帮扶。

1.分类实施整村推进

以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特色支柱产业，增加贫困
农户收入为着力点，促进贫困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
文明协调发展，实现贫困村整体脱贫。20xx年计划实施9个村
整村推进任务，重点完成村级道路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和小型农村饮水安全配套设备建设。

2.搞好雨露计划培训

加大“雨露计划”培训力度，促进贫困农民就业增收。以促
进扶贫对象稳定就业为重心，以提高贫困农民职业技能素质
为目标，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培训就业农民向城镇转移。结
合贫困村产业实际和需求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20xx年计划
培训100人。

4.稳步推进到户增收项目

选择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和具有产业发展基础的村，在改善生
产生活基本条件的同时，以村为单位，实施到户产业发展项
目，实现增收目标。20xx年计划开展7个村，完成93户，338人
的脱贫任务，实施到户产业发展项目。

措施一：把扶贫开发整村推进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机结
合。在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领导和部署下，将专业扶贫、行



业扶贫和社会扶贫资金整合投入。认真落实全乡9个整村推进
村建设项目和一个乡镇重点建设项目，形成扶贫开发合力。

措施二：把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机结合。切实做好贫困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瞄准贫困人
口群体，增强扶贫开发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建立健全扶
贫开发项目库，加强扶贫项目前期规划、评估论证和申报管
理，争取各类扶贫开发项目，促进扶贫开发工作深度推进。

措施三：把财政扶贫资金与农村信贷资金等有机结合。年内
重点加强与农商行的合作，帮助广大贫困户低利率借贷农信
社资金，解决产业发展资金“瓶颈”问题。

措施四：把扶贫开发与信息化建设有机结合。加大扶贫信息
平台建设力度，宣传扶贫开发好经验、好做法，营造全社会
参与扶贫开发的浓厚氛围。加强扶贫对象建档立卡数据库、
扶贫项目数据库建设，完善扶贫开发信息管理系统，实行动
态管理，建立合理、精准的统计监测体系，为科学决策提供
依据。

措施五：把扶贫开发与依法行政有机结合。继续推行政务、
村务公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扶贫资金管理、项目安排、项
目公告公示制，在扶贫资金使用和项目安排上做到公正、公
平、公开。

双联户月工作总结篇四

根据省市县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决策部署，
将开展此次“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提升到讲政治、讲
大局的高度，把其作为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作为一次转变和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培养和提升干部
综合素质、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血肉联系的有利契机，进一
步统一思想认识，科学统筹、合理安排，积极引导干部职工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县的决策部署上来，全身



心投入到“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当中去。

（二）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

为了扎实推进“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确保各项措施
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学校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教导
主任和政教主任任副组长、其他教职工为成员的“联村联户、
为民富民”行动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了领导责任和职能分
工，并扎实做好文件处理、资料整理、信息报送、联络协调
等日常事务，形成领导负责、上下配合的工作格局。从指导
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时间步骤及工作要求等方面进
一步明确了工作任务和努力方向，为双联行动顺利实施提供
了有强力保证。

（三）扎实开展工作，注重帮扶实效

根据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学校按照单位进村、职工入户
的原则。在通过认真走访，和村支书、困难群众促膝交谈，
初步了解了上东村的村民生活、农业发展状况和制约上东村
经济发展的因素，帮助村党支部、村委会提出了今年农业结
构调整思路。随后，工商联帮扶干部分别来到八户困难户家
中，与各自联系帮扶对象面对面，心贴心交谈，实地掌握村
情民意、察民所需、问计于民，通过与帮扶贫困户同劳动、
拉家常，当了解到上东村部分群众因春耕生产资料短缺犯愁
这一情况时，望着群众渴求无助的眼神，无不牵动着在场每
名干部的心。干部职工深入田间地头，广泛宣传党和政府惠
民富民政策，讲解法律法规知识，打消帮扶对象思想顾虑，
增强法制观念，拓宽致富视野，博受群众信任。

（四）建立驻村站点，完善服务载体

为认真贯彻落实《^v^民勤县委“双联富民”行动协调推进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建立联村单位驻村工作站的通知》精神，
深入推进 “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促进行动取得实效，



工商联干部于5月10日带着床褥、制度牌、纪律牌、公示牌、
生活用品等在苏武乡上东村建立了驻村工作站。驻村工作站
主要承担帮扶工作的组织实施、村情民意了解反映、上下沟
通联系等任务，工商联干部严格遵守县纪委“6个严禁、22个
不准”的纪律要求，围绕服务群众这个核心，将驻村工作站
当做有效载体，蹲点驻村开展工作，及时掌握实际情况，为
联村联户工作扎实开展提供有效支持。

（五）制定帮扶计划，明确工作目标

工商联定期派干部驻村联系开展工作，结合“帮联”村实际
情况，分析村上的产业发展现，掌握当前发展的短板、瓶颈，
编制完成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与推进计划，帮助联系户进
一步明确发展思路，找出致贫原因，因户施策，既指出了问
题，又提出了解决问题办法，即宣传了惠农政策，又帮找到
了发展产业。6月3日，工商联又组织干部职工深入联系村，
了解前期帮扶事项落实情况，并组织召开了一次帮扶群众座
谈会，听取了部分群众对村级发展规划的意见和建议，为下
一步更好地有序推进“双联”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严格工作纪律，树立良好形象。

在深入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过程中，广大干部职
工严格执行“八个不准”。严格要求自己，注意个人言行举
止，本着入乡随俗，实事求是、尊重当地群众发展意愿的原
则，真心实意地为被帮扶对象解忧排难、答疑释惑，要求参
加帮扶的干部职工在行动开展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不搞形式主义、面子工程，不影响村上的正常工作，不给帮
扶对象添麻烦、增负担，自觉维护机关干部的良好形象，让
领导放心、群众信任、基层满意。

双联户月工作总结篇五

永昌县焦家庄乡骊靬村地处祁连山北麓者来坝滩，气候干燥，



降水稀少，全村群众生活生产用水主要依赖发源于祁连山浅
山区的季节性河流河沟的泉水，时空分布不均，干旱缺水严
重，水资源拥有量与当地土地利用资源分布和生产力布局不
相适应，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全村现有村民103户，338人，
劳动力人数 230 人，其中外出务工150 人。耕地面积 645
亩。村个体工商户达 20 余户。全村有贫困户8户，享受低
保19人，加入合作医疗 294 人。全村以大麦为主导产业。饲
养牛、生猪、家禽等。年末生猪存栏 200 头，牛存栏 164
头，人均纯收入6052 元。全村通了自来水，但管道破旧。村
内现有医疗卫生室1所，村级活动室1所。骊靬村基础设施较
好，区位优势明显，骊靬古城距村500 米。

(一)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及时召开局务会议和
“联村联户、为民富民”活动动员大会，统一了全局干部职
工的思想，提高了思想认识。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
合我局实际，制定印发了金昌市科技局 “联村联户、为民富
民”行动实施方案及工作方案。同时组建了双联活动领导小
组，抽调专门人员经办具体事务。为了营造良好氛围，在单
位悬挂了横幅，同时，利用各种会议组织干部职工学习省、
市双联工作会议精神和领导讲话。

(二)开展调查摸底，做好贫困户确定工作。为了把真正需要
帮扶的贫困户纳入帮扶对象，我局抽调人员，进村入户，进
行细致的调查摸底工作。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在局领导的
带领下深入焦家庄乡骊靬村，对村上初步确定的26名贫困对
象逐户进行调查，剔除了2名不符合标准的对象，配合焦家庄
乡和骊靬村进行了帮扶户重新确定。还分别深入各自联系户，
为帮扶对象送上了慰问金，认真听取了他们对脱贫致富的意
见和建议。帮助联系户梳理了致富的发展思路并为其解决相
应的难题。在此基础上，按照贫困户的类型和机关干部的特
点进行一对一或一对二的明确，使每个贫困户都有干部帮扶，
每个干部都有明确的帮扶对象。在入户过程中，干部严格遵守
“八个不准、”“三个防止”，吃、行等都是自己解决，不
扰村、不扰民、不花村组和群众一分钱。通过调查摸底、入



户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针对联系村联系户的基本情况及
群众的基本需求。提出要依托“中国镍都·神秘骊靬”特色
旅游品牌，围绕旅游做文章，发展相关旅游产业的致富思路。

(三)建立健全台账，做好信息采集工作。为了扎实有效地做
好双联工作，我们统一建立了进村入户台账、信息采集表和
干部活动记录，下发了“联村联户、为民富民民情连心卡”
和金昌市“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干部职工联系户责任
书，并对如何做好信息的采集和记录工作做了培训说明，目
前已编发简报4期，制订了“双联”领导小组例会制度、领导
小组办公室例会制度、单位联系村例会制度、督查工作制度、
信息简报制度等工作制度。确定好帮扶对象后，组织干部进
村入户进行信息的采集，并详细记录在案，全面准确地了解
帮扶对象的信息。为了掌握干部职工的下村入户情况，要求
对活动用专门的台账进行记载。

(四)制订各类规划计划，做好帮扶济困工作。在进村入户的
基础上，根据联系村和联系户的实际情况，和村组干部一道，
初步探讨确定了“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工作方案及金
昌市永昌县焦家庄乡骊靬村新农村建设规划方案。根据焦家
庄乡骊靬村的发展现状，提出完成骊靬公园、骊靬影视城、
骊靬美食城、骊靬罗马商业城、骊靬风情园、骊靬森林生态
园六大项目等建设内容;进一步加快土地流转，以养殖肉羊调
整优化牧业经济结构，大力全面发展优质畜牧业，提高现代
畜牧业的经济效益和结构优势;采取政府投入和招商引资相结
合的办法，组织实施道路、供水、罗马小镇、美食城等建设
项目，带动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购物、旅游文化、旅
游产品等发展;完成村庄道路硬化工程;完成该村人畜饮水工
程公里主管道改建工程;完成骊靬文化馆建设，其设备配置、
活动开展、人员配备、综合管理等达到国家发改委、文化部
制定的《乡镇(街道)文化站建设标准》。每个综合文化站建
成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建设文化活动中
心，达到公共文化设施面积不低于40平方米。依托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文化活动中心，推进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



到20xx年底，建有标准配置的公共电子阅览室。配套电脑、
桌椅等办公设施，使图书数量达2019多本(册)。

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工作过程中，我们虽然做了一定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相当部分
贫困户家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家中无人留守获家中留守
老弱病幼，对帮扶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阻力;二是部分干部的帮
扶水平和帮扶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主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进一步完善帮扶计划。根据联系村和帮扶户的情况，在
已经制订 “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实施方案及工作方案
的基础上，广泛听取乡镇、村组干部和党员代表、群众代表
和所帮扶户的意见，制订切实可行详细的村、户帮扶计划。

二是结合联系村和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对他们当前在生产、
生活上存在的困难，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尤其是在春
耕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送种子、
送化肥、送技术，确保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

三是加强对 “联村联户、为民富民”活动的检查指导，让每
个干部都动起来，掀起“联村联户、为民富民”活动的高潮。
另外，加强对干部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帮扶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