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镇乡村振兴总结报告(实用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乡镇乡村振兴总结报告篇一

9月5日，湖南省在县乡基层党员干部中开展乡村振兴“金秋
五课”集中培训，我县组织基层党员干部通过电视、网络等
形式集中收看学习，助力乡村振兴。

在各乡镇、村社区的学习现场，党员干部们正聚精会神地观
看学习乡村振兴“金秋五课”专题教学片。乡村振兴“金秋
五课”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
织振兴五大板块进行专题培训，通过精选全省各地乡村振兴
典型案例，讲做法、传经验、授方法，为基层党员干部提供
了一堂丰盛的学习“大餐”。

西渡镇梅花村依托美丽的田园风光，发展乡村旅游新业态，
做好“农旅融合”文章，带动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成
为我县乡村振兴的.“排头兵”。通过此次培训，当地党员干
部纷纷表示，将进一步深刻领会新形势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新思路、新方法，有效推动工作开展，为乡村振兴再添动
能。

乡镇乡村振兴总结报告篇二

今年来，田林县紧紧围绕20xx年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等工作，及早部署、
高点站位、系统谋划，深入开展规模化、全面化、质量化的
乡村振兴干部教育培训，有效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党员群众、



乡村人才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本领。

聚焦全员参与，培训对象“规模化”。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主教室+分教室”相结合的方式，分级分类组织开展全覆盖
大培训。为实现全员轮训，将培训对象合理分类，并依托第
一书记专题培训班、驻村工作队员业务培训班等课程，将全
县未参加专题培训的对象进行全员兜底，确保乡村振兴干部
全覆盖参加培训。截至7月底，针对全体帮扶干部开展专项培
训4期，其中举办全县帮扶干部培训班2期、全县基层干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能力提升集中培
训班2期，共11360人次参加培训；针对乡村干部(乡镇干部、
第一书记、工作队员、村“两委”干部)共举办乡村振兴干部
系列业务培训班20期，4504人次参训。

聚焦履职能力，培训内容“全面化”。针对新一届县、乡、
村三级领导干部、驻村工作队员、防贫监测信息员、村民小组
(屯)长、网格员等对有关政策业务不熟悉问题。重点围绕以
发展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高帮扶工
作水平突出政治和政策培训，全面围绕“3+1”保障、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易地搬迁后续扶持、脱贫人口就业、产
业发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和监督、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粤桂协作帮扶、“三
农”工作方法、乡风民情等培训，帮助帮扶干部掌握乡村振
兴方针政策和帮扶工作相关要求，尽快熟悉本县资源禀赋、
产业发展、人文社会等情况，尽快找准帮扶切入点，提高群
众工作能力。

聚焦实践提升，培训效果“质量化”。打破单一的`培训模式，
采取集中视频授课、交流研讨等多层次、多类型、多渠道开
展培训。邀请市乡村振兴局优秀师资和优质课程，鼓励本地
师资以案例教学、专业知识教学为导向，打造了一批优质课
程供乡村振兴干部教育培训使用，让基层干部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优质培训资源，更便捷、更及时、更有效地“补
钙”“充电”。同时，采取课堂授课与组织研讨、情景授课、



案例教学等相结合的方式，充实课堂学习模式，不断提高乡
村振兴干部参训积极性，把培训知识转化为工作实践，全力
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乡镇乡村振兴总结报告篇三

今年以来，聊城市扎实开展乡村振兴系统干部培训工作，不
断创新培训方式、拓展培训渠道、丰富培训内容，截至目前，
市县乡三级共组织开展培训270余班次46000余人次，实现了
乡村振兴系统干部、帮扶责任人培训全覆盖，也实现了干部
队伍业务能力的新提升，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夯实业务基础。

聊城市、县两级乡村振兴局组织开展遍访脱贫对象行动，成
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督查专班进行常态化暗访督导，切实巩
固好脱贫攻坚工作成效。通过“老带新”方式，培养出一批
懂业务、懂培训、懂督查的精干队伍。以聊城度假区为例，
针对当前工作任务，重点加强对帮扶干部的'系统培训，先后
开展各类培训共计26次，提升了乡村振兴基层干部的责任心
和业务水平，也将帮扶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乡镇乡村振兴总结报告篇四

一、稳妥推进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绩溪县深化供销
合作社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已于xxxx年12月经县委、政府研
究出台，同时印发到各乡镇和县直单位。今年我社根据《绩
溪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文件精神，着手开展
“三会”建设基础工作，完成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摸底
统计工作，并进行理事会章程、大会议程等文件草拟工作，
待市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召开后，启动此项工作。

二、基层组织建设情况。一是广泛开展调研，谋划工作思路。
今年来，我社根据出台的综合改革方案，围绕基层组织建设，
深入乡村开展调研，重点了解村级集体经济情况，产业发展



态势及各村级发展意愿等，通过调研，我社决定先在寺后、
高杨等五村以村社共建模式组建村级供销合作社，并指派专
人指导，落实责任，目前各村在积极推进，待今年村级组织
换届后申请登记注册。二是加强部门协调，推进基层社建设。
我社积极与组织部、农委、市监局对接协调，探索村社共建
模式，争取部门支持，不断推进工作。

三、“新网工程”建设情况。今年新增专业合作社2个，增加
经营网点3个，有效拓展了服务平台。进一步加大指导服务力
度，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社会化服务水平进一步
提高。组织申报“新网工程”项目，争取财政补贴资金55万
元用于绩溪县黄高峰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100吨山茶油生产线
项目建设和绩溪县临溪镇设施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设施果蔬
基地项目建设。

四、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今年我社对社有资产经营情况进
行全面调查摸底，利用法律手段对近几年房租拖欠进行清理，
为防止社有资产流失。对部分资产水电线路进行改造，确保
安全生产，降低资产经营成本。

五、着力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今年我社与省社基层网络建
设投资公司对接合作，拟建绩溪县农产品物流中心和仓储冷
链设施。目前就项目积极跟进。今年5月我社到黄山供销社学
习考察农药集中配送体系建设，向分管领导提交学习考察报
告，积极与县农委、环保局协调对接，强力推广我县实施农
药集中配送黄山模式，力争将农药集中配送体系建设纳入
（20xx-20xx）新安江生态保护补偿资金项目。

一、强本固基,推进基层社建设。基层社是供销社服务“三
农”的前沿阵地。下半年，我社深入贯彻落实省社基层组织
建设指导意见，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强力推进村级供销
合作社建设，完成村级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的登记注册工作。
根据各地产业特点，指导村级合作社开展特色经营，壮大集
体经济，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促进脱贫攻坚、促进美丽



乡村建设。引导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有机衔接，引导农民参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结合村
级社建设，组建村级综合服务社，满足农民生产、生活、文
化、卫生等需求。按照“五有”要求，克服困难，推动经营
网点和服务平台的再建工作。年底前将推动政府出台发展基
层社的`实施意见，保障基层社建设顺利进行。

二、拓展服务，推动惠农服务体系建设。围绕农业生产的各
个环节，实施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为农民提供服务，搭
建综合性服务平台。今年我社将在山核桃种植产区，推
行“保姆式”全托管和“菜单式”半托管服务，积极探索山
林托管服务路子，逐步将村级基层社打造成为规模适度、半
径适宜、功能完备的惠农服务综合体。

三、积极创办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稳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引导农民以主导产业或主导产品，牵头领办农业合作社，围
绕我县“12345”总体发展要求，探索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旅
游产品加工业。20xx年供销社牵头新增2个专业合作社，同时
要积极探索专业合作社联合建社的发展思路，以突出产业、
自办引领、股份加盟，基层社承办的模式探索发展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

四、搭建供销平台，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持续与省供销社
基层网络建设投资公司对接，共同新建我县农产品物流中心
和仓储冷链设施，为我县优质农产品搭建产销对接服务平台。
持续推进我县农药集中配送体系建设，供销合作社将成为农
药集中配送实施主体，进一步提高为农服务能力。

五、构建规范高效的双线运行体系。积极筹备“三会”制度
建设，以“三会”体制建设为契机，进一步优化机关机构设
置、职能配置。成立绩溪县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加强社有资产管理，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值，保护社有资产
所有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
适应的社有资产管理和经营体制。实行社企分开，双线运行



模式。

乡镇乡村振兴总结报告篇五

今年以来，聊城市扎实开展乡村振兴系统干部培训工作，不
断创新培训方式、拓展培训渠道、丰富培训内容，截至目前，
市县乡三级共组织开展培训270余班次46000余人次，实现了
乡村振兴系统干部、帮扶责任人培训全覆盖，也实现了干部
队伍业务能力的新提升，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夯实业务基础。

聊城市、县两级乡村振兴局组织开展遍访脱贫对象行动，成
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督查专班进行常态化暗访督导，切实巩
固好脱贫攻坚工作成效。通过“老带新”方式，培养出一批
懂业务、懂培训、懂督查的精干队伍。以聊城度假区为例，
针对当前工作任务，重点加强对帮扶干部的系统培训，先后
开展各类培训共计26次，提升了乡村振兴基层干部的'责任心
和业务水平，也将帮扶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