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社会扶贫工作汇报 社会扶贫工作
总结(大全5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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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会扶贫工作汇报 社会扶贫工作总结篇一

（一）成立机构。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
各股室相关工作人员为成员的社会保障扶贫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和办公室，指定了专人负责，明确了责任分工；县人社局
统筹安排19个乡（镇）的社保经办人员，负责各个乡（镇）
社会保障扶贫工作的具体落实；县残联根据职责完成相关工
作任务。明确了分管领导、具体责任股（室）和具体承办人
员。

（二）专题研究。今年以来，县民政局主要领导专题研究社
会保障扶贫专项工作10次，县人社局、县残联主要领导专题
研究社会保障扶贫工作均2次。同时，作为牵头部门，县民政
局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召开社会保障扶贫专项工作专题会议，
研究制定专项方案、听取专项工作推进情况、研究解决推进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三）调研指导。为确保社会保障扶贫专项工作有序推进，
县民政局、县人社局、县残联等部门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教育和“一卡通”清理整改，
不定期下基层调研、指导检查扶贫专项工作情况，开展指导
督导工作共2余次。



根据民政工作实际，每年年初制定了社会保障扶贫专项工作
实施方案，确定了具体工作目标、重点工作、资金筹措、工
作措施等，并细化了责任单位工作职责。同时每月召开一次
脱贫攻坚工作专项分析研讨会，听取各股室的汇报，进行一
次脱贫攻坚工作总结，分析工作亮点和不足，确保帮扶工作
科学规范和有序实施，为脱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一）农村低保。全县有农村低保对象2299户9122人，累计
发放低保2714.1258万元。

（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全县有困难残疾567人，发放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65.3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三）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全县重度残疾有667人，发放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48.964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一）提高保障标准。20xx年7月起，我县按照全州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390元/月标准执行，农村低保保障标准由一类
每人每月248元提高到每人每月276元，二类每人每月226元提
高到每人每月252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人每月90元提高
到每人每月10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一级残疾每人每月80
元，二级残疾每人每月50元。

（二）加强社会救助工作业务培训。为切实提升社会救助精
准管理、精准服务，充分发挥社会救助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效
能，全面加强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群众水
平，组织各乡（镇）民政助理员，不定期开展社会救助工作
业务培训，共培训5次，培训人数达90多人次。

（三）实行部门联审机制、共把新增低保审核关。在“受理、
审核、审批”最低生活保障申请过程中，有效避免拥有车辆、
财政供养人员、经商办企业等“八类”人员违规纳入低保。
与县委组织部、县公安局、县财政局等12个部门协商，制定



了联合审核机制。贫困边缘户、监测户等新申请城乡低保人
员中，符合条件的922多人已全部纳入低保保障范围。

一是乡（镇）民政工作力量薄弱。个别乡（镇）民政工作人
员变动频繁，且身兼数职，乡（镇）民政专干老处在“实习
状态”，工作效率低，群众意见大。二是乡（镇）服务能力
跟不上要求。在下一步工作中，进一步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
系。一是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农村低保标准自然增
长机制，把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充
分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二是全面落实特困供养制度。
三是全面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
度。

社会扶贫工作汇报 社会扶贫工作总结篇二

一、挂点村屯的基本情况

20____年4月开始驻村以来，我深入村屯开展调查了解工作，
通过走访群众，入户调查，与村民谈心等形式，对箕斗村目
前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摸底调查。箕斗村共设屯级党
支部4个，人口245户1017人，耕地面积约为680亩，山林面积
约500亩;村民主要以种植甘蔗和水稻为主，以种植玉米、芭
蕉等其他经济作物为辅，主要收入渠道是劳务输出。部分村
民家里养有猪、鸡、鸭，数量少还未能形成规模养殖。村集
体经济为零，2013年全村人均收入约3800元。箕斗村贫困的
主要原因是山多地少，地块分散且面积小，难以形成大规模
产业，村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缺乏年轻劳动力。

二、开展定点帮扶工作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想方设法，多渠道开展扶贫活动。扎实推进箕斗村扶贫
工作。落实了约16.8万元扶贫资金，受益贫困户190户，其中，
4月24日落实了416头优良猪苗发放给贫困户和计生两户村民，
鼓励村民养猪;5月2日落实了2万株葡萄苗发放给农户，提倡



村民种养葡萄创收;5月4日，落实了1万颗青枣苗发放给农户，
推行青枣种植。

提高农民劳动技能。联系县乡技术人员到村里开展了3次群众
技能教育培训活动，约45人次受教育，着力提高村民创业技
能，5月7日，组织20名村民到龙州县先锋农场，实地考察葡
萄种植基地，让技术员现场传授村民葡萄种植经验技术。

在推进文化活动建设方面。在底埂屯新建一个篮球场，目前
已平整场地;今年5月份，在板其屯新搭建了一个舞台，目前
已基本完工。

(二)加大力度，推进清洁乡村环境大整治活动。将清洁乡村
环境整治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与村两委班子一起，组织
村民开展清洁乡村活动，先后开展了3次大规模清理整治活动。
今年箕斗村板其屯列入清洁乡村市级示范点，为此，我们通
过推进垃圾焚烧炉的使用管理、落实村民规约、配备保洁员、
村民承包责任片区等形式，抓好清洁道路垃圾、清理水塘杂
物，确保村屯绿化、饮水净化、道路硬化这“三化”的落实。

(三)做好村民矛盾纠纷调解。参与2次村民矛盾调解，一个是
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矛盾，一个是土地纠纷产生的矛盾，在
村两委、村干的配合下，已基本处理妥矛盾纠纷。

三、存在的问题

(一)可耕土地面积少，设施落后，防涝抗旱能力比较差。一
是全村山多地少，可耕面积仅为680亩，人均面积仅有0.68亩，
大部分是农田，无法种植其它经济农作物。二是机耕路路况
较差，且狭窄，有些地方甚至没有通路，农用机械很难到达
田间地头，农业生产仅依靠传统的人力和畜力来耕作，生产
强度增加，耗时多，收入少。三是农田水利设施落后，灌溉
水渠因无资金维修，已基本失去功能，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脆弱，因此水田大部分属中低产田。



(二)村民综合素质较低，缺乏资金和技术。一是文化水平不
高，综合素质较低，思想观念落后，致富信心不强，对新政
策缺乏认识，没有从根本上思考如何让自己富起来的办法，
存在怨天尤人的心理。二是缺乏资金和技术，有部分村民想
致富，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没有技术特长，各种植、养植扶贫
资金不到位，不敢进行投资，年轻劳动力大部分选择外出务
工。三是有些村民只看眼前一点利益，总想着怎么享受政策
补助，没想着凭自己的智慧和付出来换得财富，思想严重落
后，素质普遍较低，存在着 “等、靠、要” 的思想，缺乏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致富的劲头。

四、对策和建议

(一)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
结构调整步伐，农业结构调整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因地
制宜引导农民调整种养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
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一是要改变传统广种薄收的经济模式，
通过对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蔬菜、水果等产品，
提高产值，实现增收。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是一项
低投入、高回报、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小、适宜贫困地区发展
的富民产业。在畜牧业发展上，要实现新的突破，多发
展“食草型”动物，降低饲养成本，提高养殖效益。同时要
跟踪做好畜牧业的生产、防疫、销售，为畜牧业生产创造一
个良好的环境，使畜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三是根
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培养或扶持两至三个有代表性的种、养
殖能手，以点带面，逐步全面推广。

(二)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农村劳动力
素质，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
证，也是农户增加收入的长远基础。一是通过开设各种培训
班，对一些上过小学、初中或高中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训，传
授给他们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争取几年内使每个低收入
家庭都有一个掌握一至两门实用技术和经营特长的劳动力。



(三)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加大投入扶持力度。基础设施落后
和缺少资金与技术仍然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是要想方设法在机耕路、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建设等
方面加大投入，改善贫困村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切实解决
好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二是相关职能部门要多组织科技、
卫生、文化“三下乡”活动，免费为贫困群众传授科技知识，
加大高新科技投入力度，用新技术、新思维、新理念的思路
扶持贫困村发展。三是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各金融机构要在
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放宽贷款条件，解决规模发展的需要，
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增加财政拨款，引导农民多元化发展。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1、组织部分村民参观学习外地种植、养殖技术。计划组织十
余名村民到本县产业项目做得好的乡镇参观学习，提高村民
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认真学习了解新科技、熟练的
技能，以便开展致富劳动。

2、我将加大创新思路，加强与相关部门企业沟通协调，争取
落实产业项目，与广大村民共同努力，携手推进箕斗村卓有
成效开展各项工作，早日实现脱贫目标。

社会扶贫工作汇报 社会扶贫工作总结篇三

我县8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全部安排已入库扶贫贴息贷款企
业对口帮扶。扶贫贴息企业尽努力安排贫困村劳力就业，严
格兑现扶贫。扶贫实行公开、公示制，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20xx年获扶贫贷款贴息的企业有两家，分别为**宝深达纺织
有限公司，**三益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和跃鸣食品公司，贴息
额度***万元，其中的30%将分别用于孙坊月塘村，航埠镇航
埠村的扶贫事业。

我县八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开发村，他们各具特色，陈坊村



发展木竹加工业，争取林业部门中、幼林抚育及阔叶林封山
项目，实现人平均增收**元；航埠村引进上海客商投资种植
树莓、引导村民种植黄杞子；南门村村民刘勇在扶贫部门的
帮助下，养猪**多头，一年脱贫致富；七分村支部书记合股
兴办粮食加工厂、机制砖厂，解决贫困劳力**人就业。曹坊、
张家两村还发展板栗、茶树等种植业，大力扶持村民养殖麻
鸡，村民的脱贫致富步伐明显加快。

1、部门资金难以整合，县直机关挂点帮扶资金大都用于贫困
村建设点。

2、贫困村自然条件差，底子薄，有限的资金一时难以发生较
大的变化。

20xx年的整村推进工作重点是抓新农村建设。我县扶贫办将
借助全社会帮扶建设贫困村的东风，争取各级领导重视，整
合各部门资金，广泛动员非公有制经济，受益村民积极参与，
捐资出力，努力创造全社会参与扶贫开发的良好氛围。

社会扶贫工作汇报 社会扶贫工作总结篇四

把扶贫建档立卡和大数据系统平台信息工作作为全年的工作
重点，全力以赴，扎实推进，进一步夯实了扶贫攻坚的基础。
今年以来，为全面贯彻落实全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会议
精神，切实推动全县建档立卡和大数据系统平台建设工作，
我县认真传达学习省市有关会议精神，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精准扶贫工作扎实稳步推进。

一是多次召开由县上四大班子主要领导，乡镇党委书记、乡
镇长、乡镇分管领导、扶贫部门全体干部职工、县直及省市
驻康双联单位主要负责人、精准扶贫“1+17”相关部门负责
人及业务骨干参加的全县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和大数据系统平
台建设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全面部署安排，认真扎实开展
培训。



二是明确工作责任、严明工作纪律、严格工作流程，严格执
行县纪委制定的《20xx年度某某县扶贫建档立卡工作纪律》，
无论是包抓领导、包乡干部、驻村干部都要建立严格的责任
制，层层审核把关，谁负责、谁签字，谁把关、谁签字，一
旦审核发现问题，将层层追究责任。

三是研究制定了精准扶贫工作实施意见及20个专项实施方案，
即“1+20”工作方案。

四是制定完善了“9119”扶贫攻坚作战挂图，即县级完成9个
作战挂图，乡级完成11个作战挂图，村级完成9个作战挂图。

五是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圆满完成，大数据系统平台建设
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全县共识别确认20xx年度贫困
户12546户，贫困人口48090人;脱贫户4213户，脱贫人
口16414人;返贫户2796户，返贫人口9983人;预脱贫户2461户，
预脱贫人口9693人。大数据平台信息采集、审核工作已结束，
各项数据录入修改正在进行，年内可如期全面完成。

(二)以阳坝、豆坪、店子三大特困片区扶贫攻坚为重点，进
一步抓了整村推进、贫困连片开发、富民产业培育和劳动力
输转技能培训等工作。

(5)贫困户圈厕改造173户，计划投资52万元，实际完成投
资26万元，占计划的50%。2、富民产业项目计划145万元，实
际完成128万元，占计划的。其中，魔芋种植290亩，计划投
资29万元，实际完成投资18万元;中药材种植680亩，计划投
资68万元，实际完成投资62万元;养猪480头，投资24万元;养
羊100只，投资6万元;养鸡2600只，投资13万元;其他养殖投
资5万元。3、“两后生”及劳动力输转培训376万元。(1)实
用技术培训1500人次，投资30万元。(2)劳动力输转培训765
人次，投资46万元。

(3)贫困家庭“两后生”培训20xx人，投资300万元。4、惠农



贷款贴息269万元。5、村级扶贫互助社126个，投资1400万元。
(六)、其它投资84万元。

(三)继续坚持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进一步创新方
法和内容，全面提升精准扶贫开发层次和水平。

巩固扶贫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农村学校、村级卫生室和文化
阵地配套设施，村容村貌得到了根本改善，农民幸福生活指
数显著提高。

(四)进一步靠实责任，强化措施，全力以赴抓了精准扶贫专
项贷款工作。

精准扶贫专项贷款是有效解决贫困户发展生产融资难、融资
成本高的重要手段，是激发贫困户自我发展内生动力的有力
抓手，也是实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有力保证。20xx年，自精准
扶贫专项贷款启动以来，全县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多
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发放工作。
一是成立了某某县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办公室，从财政、扶贫、
金融等部门抽调有关业务骨干，专门负责专项贷款的审核审
批及发放工作;二是及时制定印发了《某某县精准扶贫专项贷
款工作实施方案》，并对县直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乡镇、村
社干部进行了政策讲解及业务培训;三是明确了发放任务和要
求，严把发放程序，确保专项贷款放得快、放得准、起作用、
还得上。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审批专项贷款贫困户3850户，
实际发放贷款户2121户，累计发放贷款万元。

(五)强化工作措施，进一步加大对项目实施的检查和督查力
度。

社会扶贫工作汇报 社会扶贫工作总结篇五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一、政策落实

（一）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年初，由市民政局牵头，按照社会保障扶贫工作涉及单位职
能分工，结合省、市各级扶贫相关文件要求，按照我市实际
情况科学制定全年社会保障扶贫方案。方案明确规定了各项
目年度目标、重点工作、资金筹措、保障措施等内容，为确
保方案顺利执行，各类资金计划在方案制定时都同我市财政
局沟通衔接并得到我市财政局同意。

为切实做好社会保障扶贫专项工作，各相关部门均按照市扶
贫移民局提供的扶贫对象名单进行严格信息核对，并建立扶
贫专项到户台账，确保及时全面掌握扶贫对象享受社会保障
扶贫政策的动态情况。同时各部门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培训
力度，确保年度扶贫方案落实到位、政策执行不走样。2020
年开展系统业务培训3次，其中低保培训2次，残疾人两项补
贴培训1次，扶贫对象生活补贴1次。

二、项目推动

（一）建立部门间数据复核认定机制，各相关部门每月均按
照市扶贫移民局提供的扶贫对象名单进行严格信息核对，各
类人员认定准确并建立动态管理台账，确保及时全面掌握扶
贫对象享受社会保障扶贫政策的动态情况。

（二）民政局作为牵头单位，全年共召开4次社会保障扶贫领
导小组会议，总结研判每个季度工作重点。各部门按月及时
推进社会保障扶贫年度方案，按时拨付相关资金，并及时填
报扶贫兜底大数据平台专项资金数据。

一年来各相关部门严格按照年度社会保障扶贫方案落实各项
工作，各类交叉检查、专项审计或督查暗访等未发现任何社
会保障扶贫相关问题。



三、扶贫成效

（一）及时上调农村低保标准。收到市低保调标文件后，我
市及时下发《市民政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市统计
局关于调整全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文件，我市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380元调整为每人每
月430元，调整后的标准从2020年7月1日起执行。10月我市城
乡低保保障金已采用调整后的标准计发，7－9月调标补发工
作已于10月底完成，共发放农村低保调标补发资金81.64万元。

为切实兜好民生底线，服务脱贫攻坚大局，按照省市相关部
门及市脱贫攻坚相关会议精神，我市持续加强人员信息排查，
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对象纳入困难群众兜底保障范围，特
别把因病、因残及其他临时困难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作
为重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点，确保实现“应扶尽扶、应保
尽保、动态管理”。截至2020年12月，我市在册农村低保保
障对象3241户，5444人，其中纳入农村低保保障范围的建档
立卡扶贫对象3660人，占全部农村低保人数的67.23％，切实
发挥好了农村低保兜底保障作用。

（二）全面落实代缴业务。严格按照川人社办发〔2017〕984
号文件规定，按标准全面完成代缴工作。2020年，市下达贫
困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目标任务人数为4900人，
代缴标准为100元／人／月，代缴资金按规定计入个人账户。
截至12月17日，人社局通过与扶贫移民局、民政局按月动态
核对贫困人员数据，已完成5400人代缴工作，完成目标任务
的110.2％，代缴资金54万元已全部拨付到位。

（三）贫困残疾人扶助。严格按照《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残
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的通知》（广民发〔2016〕7号）和《省财政厅省民政厅
省省扶贫移民局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发放残疾人扶贫对象生
活费补贴具体事项的通知》（川财社〔2016〕2号）执行，明
确了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对象、



标准及申领程序，建立了“政府领导、民政牵头、残联配合、
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切实落实残疾人两项补
贴制度，确保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保障范围。

2020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执行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一级
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8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按每人每月50
元的标准给予护理补贴，全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支
出319.39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支出487.54万元。全年
共计为73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建档立卡户发放扶贫对象生活
补贴5.067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