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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农村宅基地整治工作汇报材料篇一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幸
福感和满意度，助力乡村振兴。年初以来，双庙镇以创建生
态乡镇为主线，以“治理六乱、开展六清”为抓手，多措并
举、精准发力，全面掀起农村环境整治热潮，倾力打造全县
人居环境整治的“双庙名片”。

下好全域推进“一盘棋”。双庙镇党委、政府把农村环境整
治工作当作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通过召开环境整治动员
会、现场调度会、群众座谈会等，精心安排、周密部署、高
位推进。按照“干部深入一线、党员带头示范、群众积极参
与”工作机制，建立班子成员包村、村“两委”干部包组、
组干部、网格员等包巷、包到户的责任网络，对全镇107个自
然村的主次道路、背街小巷、沟塘河渠、房前屋后等区域落
实网格化管理机制，任务量化、细化到人，做到全方位推进、
全流域治理，确保责任无死角、整治无盲区。

用足村庄治理“绣花功”。该镇在开展村庄治理中，充分尊
重群众意愿，不刻意追求“高大上”，多精心打造“基础
版”，采取因户制宜、就地取材、变废为宝、就势造景的方
式，把群众房前屋后废弃的石滚、磨盘、牛槽、旧水缸以及
废砖旧瓦巧妙利用起来，拓宽辅路、铺设步道，在群众门前
因地制宜修建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小药园等微景观，



不仅解决了乱堆乱放问题，同时也节约了成本、更美化了环
境。如今，残砖旧瓦砌成路边花墙、废砖渣铺成小路坑；旧
石磙、废弃水缸、牛槽等做成摆件和桌凳，这些古朴优雅的
乡村美景在该镇各村随处可见。

打赢人居环境“攻坚战”。双庙镇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突
出问题，坚持“把握标准、全面推进、突出重点、先难后易、
发动群众”的'总体思路，集中精力、人力、物力、财力，全
力推进。对农户环境整治，通过召开会议广泛宣传、上门走
访当面督促、发动子女侧面宣传等多种方式，引导群众自己
动手整治；对确实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残疾人、精神病人
等特殊农户，组织公益岗位、环卫工人、帮扶联系人等帮助
整治，目前全镇3739户以及“五类户”及一般户人居环境全
面提升，推进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练就长效管护“连环招”。为确保环境整治常态长效，该镇
督促各村以自然村为单位，召开群众会、微宣讲、开展环境
整治“夜话”活动等，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提高群众
对环境整治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切实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
福感。并将环境整治纳入“月积分”调度考核内容，坚
持“日巡查、周通报、月评比、季总评”的方式，定期组织
镇党政班子成员、村总支书记等深入各村巡回观摩交流，通过
“走、看、评、议”四点发力，下沉一线，发现并交办问题，
当面评效果、晒结果，做到“学有榜样、评有标尺、干有方
向”，大力营造了“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确保人居环
境整治常态化、长效化。

农村宅基地整治工作汇报材料篇二

三街镇始终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
一场硬战来抓，强化工作推进机制，狠抓工作落实，通过全
域整治、久久为功，全力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一是强化统筹调度，压实镇村责任。成立由镇党委书记、镇



长任双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按照“一村一专班”机制，班
子成员领衔推进联系村委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形
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班子成员协同
抓”的齐抓共管格局。制定《三街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及配套文件，由69名
干部职工和81名村干部定点挂包238个村民小组，形成“班子
包村、干部包户、户包环境”的责任机制。成立工作督导组，
一月一督查、双月一调度，确保工作任务不落空。

二是突出示范引领，打造特色亮点。实施美丽乡村示范创建
工程，坚持每个村委会每年至少重点打造1个美丽示范村庄，
各村委会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动群众积极参
与，对群众参与度高的村组优先给予项目资金支持，进一步
调动村组开展“风貌提升”的积极性，主动开展“美丽庭
院”创建，整治残垣断壁，建设“小花园”“小果园”“小
菜园”。打造了一批各美其美、各具特色的美丽村庄，打造
了酒簸罗家清廉村居主题、背阴大平掌民族团结主题、背阴
小广庄特色产业发展、力戈木处郎污水治理、土墙者家花园
庭院等一批各具特点的示范村组，发挥了较好的典型引路作
用。

三是聚焦制度执行，推动全域整治。克服基础设施薄弱给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带来的困难，坚持实行238个村组全域整治，
全面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全面落实“四个日”、“红黑榜”、
农户“门前五包”、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公厕保洁等制
度，探索实施垃圾减量处理，提升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等
各类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群众环境意
识，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档升级。

四是突出重点短板，集中资源攻坚。坚持问题导向，以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整合项目资金优先向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方面倾斜，加快补齐短板。针对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难题，筹措资金解决了15个村组污水处理问题，8个
村组实现雨污分流。不断完善垃圾处理设施，配置移动式垃



圾箱50个，铁皮垃圾桶100只，6个村委会配备环卫车辆6台，
村小组垃圾池全覆盖，采购发放到户垃圾桶5274个，让垃
圾“入桶入池”成为老百姓的行动自觉和日常习惯。规范推
进农村改厕，认真组织开展问题户厕“回头看”整治工作，
加强公厕日常管理和督促检查，着力解决公厕管护难、环境
卫生差的共性问题。

五是综合同向发力，巩固整治成果。坚持统筹推进爱国卫
生“7个专项行动”、绿美乡村建设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工作，培养群众健康生活习惯；把公共环境卫生整治内容纳
入村规民约，增强村民主动维护环境卫生的.主体意识和责任
意识；到村到户深入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积极倡导村民讲卫生、讲文明、改陋习、树新风、见
新貌；坚持红黑榜一月一评选，督促群众提升环境卫生整治
积极性。通过制度建立、措施落实，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工作入脑入心，成为日常习惯。

农村宅基地整治工作汇报材料篇三

南义镇把改善农村环境作为提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重要
举措，借势借力，统筹兼顾，系统治理，营造净洁、优美、
舒适的'农村环境，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一步改善
农村面貌。

对全镇各村、主要干道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三大堆”、
乱涂乱画小广告、房前屋后杂物进行集中清理，进一步改善
农村生活环境。把培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农村环境卫生等
要求纳入村规民约，鼓励群众讲卫生、树新风、除陋习，充
分组织发动群众，明确群众维护公共环境责任，提升“主人
翁”意识，庭院内部、房前屋后环境整治由群众自己负责，
摒弃乱扔、乱吐、乱贴等不文明行为，提高群众文明卫生意
识。

通过召开会议、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在反复宣传，



使卫生要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着力培养农民良好的卫生
习惯，自觉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组织村民参加环
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自己动手美化生活环境，推行群众自
治，以群众监督群众，以群众发动群众，努力提高群众参与
意识，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农村宅基地整治工作汇报材料篇四

为进一步加强集镇管理，改善人居环境，近日，万坊镇按
照“整治常态化，管理长效化”的总体工作要求，持续开展
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专项布置集镇出店经营、占道经营、乱
停乱放和非主干道未清理等现象整治工作，成立专项整治组
在镇区范围内扎实开展集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此次整治行
动由镇综合执法队、市场监督管理万坊分局等部门联合行动。

万坊镇对此次整治行动宣传到位、营造氛围，充分利用微信
群、万坊发布微信公众号、大喇叭广播等平台在镇域范围内
进行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广大群众对爱护环境卫生的认识，
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养成“美好环境我参与、幸福生活我行
动”的`行为习惯。

整治行动主要针对集镇环境卫生、占道经营、出店经营、撑
杆搭棚等影响集镇容貌的突出问题。整治行动期间，工作人
员走街入户，对店外店经营现象，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经营
户限期拆除，并将店外经营物品搬到合理规划区域；对集镇
两边摊点进行规范摆放，引导占道经营菜农和果农在指定区
域贩卖交易；对沿街乱搭乱放的摆摊木板、广告牌和遮阳帐
篷等影响镇容镇貌的杂物进行全面清除；同时劝导违规停放
车辆，建筑垃圾进行清扫、清运。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
集镇专项整治初见成效。

据统计，此次整治，整治组先后出动三轮车5辆，清理流动摊
点2处、乱堆乱放16处，规范出店经营20户。规范了车辆停放
和店外经营秩序，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20份，清理违规广



告16条，清理乱停乱放12余处，制止占道经营3处。

农村宅基地整治工作汇报材料篇五

自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工作以来，夏畈镇立足于实际，盯
紧目标，严格整治，狠抓整改，形成由领导带头、干部驻村、
群众参与的全镇上下“一盘棋”的工作态势。

强化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夏畈镇党委、政府成立人居
环境整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工作部署，
分工责任到人。同时要求镇、村领导干部提高思想认识，做好
“领头羊”，狠抓真干，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顺利推进。

强化重点工作，展开综合治理。夏畈镇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包
村，带领各村“两委”干部、党员群众对辖区内农村生活垃
圾、私搭建筑、乱贴乱画、道路清侧等进行集中整治，定期
调度，力争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强化宣传举措，营造浓厚氛围。为顺利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夏畈镇强化宣传举措，在集镇主干道、显要位置、各村
道路口通过小广播、拉条幅、发放宣传单页等多种宣传方式，
动员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当中。

强化监督管控，建立激励机制。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对全镇12个村环境整治工作进行不间断的.督查，建立问
题台账，跟踪问题“回头看”。对工作成效显著的村进行典
型宣传，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坚持动态管理。通过督查、激励
“两手抓”的方式，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