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增收节支总结报告(优质5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报告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增收节支总结报告篇一

20xx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9015元，至20××年底，全镇农
民人均纯收入11269元，与20××年同比增长25%。

20xx年，我镇重点围绕农民外出务工工资性收入、林业、渔
牧业、种植业及第三产业发展等方面，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较快提高。

(一)抓好种植业结构调整促增收。立足我镇实际，因地制宜
改种市场需求旺、效益较好的特色农作物。通过抓示范、调
结构，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一是稳定粮食生产。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超级稻等为主
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改造低产田、提高栽培技术和复种
指数，狠抓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单产，增加总产。至20××
年底，全年粮食播种面积25440亩，与20××年同比增885亩，
增长1.48%;总产量7362吨，与20××年同比增263吨，增
长2.56%。按当年价计算，20××年粮食产值2129万元，同比
增12.64%，实现农民人均年增收100元。

二是抓好银杏种植基地示范建设。自去年县委、县政府"211"
工程实施以来，镇党委、政府紧扣城乡统筹发展这一主题，
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以银杏产业种植为主导产业，培育
发展生态农家乐和特色生态养殖，促进农民增收。全镇按照"
三园一基地"(精品采叶园、精品采果园、精品观光园、优质



育苗基地)和"公司+业主"、"公司+基地"、"公司+农户"的模
式发展银杏产业。目前，全镇共种植银杏15000亩，基本建成
林桐山村至圆井眼村、省道片、县道片、明月片四个银杏产
业带，实现农民年人均纯增收500元。

(二)抓好养殖业促增收。20××年全镇水禽产业完成麻鸭出
栏108.23万只，白鹅出栏36.34万只，麻鸭保种2万余只(其中
保护500只以上的大户5户，共保种5800只);全年生猪出
栏4.83万只，存栏3.31万头;肉牛出栏0.2万头，存栏0.24万
头.在大区大力发展林下生态养殖，全年肉羊出栏1.78万只，
存栏1.03万只;兔出栏2.47万只，存栏1.99万只，同时在老鹰
岩村、黄泥沟村、五里桥村、林桐山村新建成现代畜牧生猪
养殖小区各1个，实现农民人均年增收800元。

四)抓好劳务收入促增收。加强农民转产转业技术培训，引导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重点工程和城镇转移，拓宽农
民就业门路。20××年，多次为农民群众提供技术咨询和现
场指导，举办各类农业技术专题培训班5期，受训人数1200多
人次;全镇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8万多人，劳务收入年增
加1000万元以上，农民年人均增加收入250元以上。

(五)落实惠农减负政策促增收。20××年，我镇全面落实粮
食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退耕还林补贴、农
机购置等各类补贴支农政策，通过减负促增收。

(六)抓好秋冬种开发促增收。20××年，我镇积极引导群众
因地制宜调整秋冬季农业结构，改种市场需求大、生育期短、
见效快的蔬菜等农作物及农副产业生产，广开增收门路，千
方百计促农增收。全镇秋冬菜生产年均种植面积1万亩以上，
秋冬菜总产值年达1700万元以上，实现农民人均增收300元以
上。

xx年，我镇的农民增收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存在一定
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有如下六个方面：一是随着我镇城市



化的迅速发展，农业耕作土地存量将会减少，传统种植的发
展空间将变缩小;二是农业生产受干旱、洪涝及病虫害等自然
因素制约，影响农业生产效益;三是农业生产投入还不足，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转换慢，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难度较大;四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较低，粗放型经营现象严重，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低下，
农民增收速度缓慢;五是我镇农业产业化水平还不高，农民组
织化程度较低，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工作相对滞后，龙头企业
少，农产品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农民增收渠道窄，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致富的步伐。六是农
资价格上升不降，农民对农业投入成本高，农业经费投入还
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类试验、示范工作的开展和新成
果、新技术的推广等。

(一)切实加强领导。进一步落实好农民增收的工作领导工作
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完善农民增收措施，加强
督促检查，确保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二)合理布局，做好规划。在强力推进大工业项目建设的同
时，预留发展优势特色农业的空间，对接做好发展特色农业
的区域布局规划，以项目实施来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带基地建
设，使农业特色产业带建设与全镇的区域布局相衔接，加快
我镇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三)完善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和完善发展机制，采取
政府推动、市场引导、金融支持、科技支撑、企业和农民投
入的方式，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新机制，为产业发展提供
资金支持。对从事优势农产品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和种养大户以及市场开拓和品牌创建等，在政策、资金等
方面予以倾斜扶持投入，建立重点产业扶持专项资金、奖励
资金，通过直补或协调信贷支持或招商引资等，对市场前景
好、有优势的特色种养业品种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培育壮大
一批特色农业龙头企业，形成"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做大做强我镇特色农业产业。



(四)强化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关键
技术和环节，着力构建科技支撑体系，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充分发挥科技推广机构、专业合作组织和协会的作用，健全
和完善我镇农业、渔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技术
服务和指导，抓好特色农业示范点(片)建设，突出新技术、
新品种的集成示范和配套应用，推动我镇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提质增效。

(五)调整结构，培植发展优势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四个银杏
产业带的银杏种植示范基地建设;加快林业体制改革，调整林
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建设;抓好畜牧养殖业，多种
途径增加农民收入。

(六)加强农民培训及转移就业。要不断地对农民进行技术培
训，加大劳务输出力度，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量化
分解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目标任务，多途径地有组织的引
导农民外出务工，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不断扩大农民的就
业和增收空间，积极为农民增收创造有利条件。

增收节支总结报告篇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积极应对各种灾害困难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全县农业和
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现全年农村稳定、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目标，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和xx、市政府的统一部署，
我县组织千名工作队员深入农村开展了以“稳基础，抓产业，
强服务，促增收”为主题的秋冬季助农增收大行动。现将开
展大行动以来的各项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推进工作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助农大行动进展顺利



为了加强对千名工作队员深入农村开展秋冬季助农增收大行
动工作的领导，我县多次召开会议对该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
和精心部署，层层统一了思想，强化了认识，形成了合力，
把开展好此次活动作为我县一季度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二）成立领导机构，建立助农增收大行动工作组

为确保活动有序进展并取得实效，我县结合实际，研究制定
了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成立了专门的活动领导机构和工作
机构，切实加强了对此次活动的组织、领导和协调，使机关
干部责任上肩、任务明确。要求切实把秋冬季助农增收大行
动作为下半年“三农”工作重点，根据我县实际制定切实可
行的实施方案，同时成立县、乡工作领导机构，担任组长，
副书记、县政府分管副担任副组长，成员由14个县直有关单
位主要领导组成。全县自上而下坚持政府“一把手”负总责、
亲自抓，县四家班子领导、工作队员深入村屯生产第一线，
深入田间地头，帮助、指导群众扎实抓好秋冬季农业生工作，
迅速掀起秋冬季助农增收的热潮。

1

（三）行动迅速，及早部署

我县结合本县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精心组织
实施，确保了开展大行动的政策方向。及时召开全县动员大
会，全县共抽调1900名工作队员（各单位抽调50%在编人员）
参与助农增收大行动，确保每个乡镇都有县工作组，明确了
各组的主要负责人、队员人数、工作任务及职责。针对工作
进展实际，、县府组织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总结经验，查找
存在问题，明确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在助农增收大行动中，
我县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县四家班子、县直有关
部门领导每人联系指导1个村屯开展工作。

（四）扎实开展，全力推进



全县各乡镇和各部门切实把开展秋冬季助农增收大行动作为
当前首要的大事来抓，科学谋划，强化措施，狠抓落实，确
保抗旱救灾和冬季农业生产同步推进，促进助农增收。农口
部门、各乡镇政府能按照县府要求，结合实际制定秋冬助农
增收工作方案，并把任务分解落实到乡镇、村屯，及时组织
人员组成助农增收服务队深入基层为秋冬季农业生产排忧解
难，助农增收。如县农业局农技站技术人员冒着烈日把农作
物管理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民进行晚稻田间管理，科
学管水施肥，防病治虫，培育丰产禾架；对超级稻的生长特
性及管理加强动态观测，寻求最佳管理方案，努力搭建晚稻
高产的群体结构。县果水果办技术干部深入果园对果农进行
杂交柑保花保果、无公害生产管理技术培训。

（五）坚持“三个结合”，两手抓双促进

农”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与体察民情、问计于民
相结合，即深入果园、蔗地、田间地头及农户家中，和群众
共谋增收路子；与关注民生、为民办实事相结合，及时掌握
并解决老百姓在春耕生产中碰到的困难，慰问困难群众，通
过为民办实事来全面推动春季农业生产。

（六）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舆-论氛围

我县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为助农
增收大行动形成浓厚的氛围。结合技术培训班、技术咨询活
动，大力宣讲党的政策，宣传水稻良种推广补贴实施、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等有关国家支农惠农政策，有效地帮助农民群
众了解国家发展农业重点和方向，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秋冬种
植的积极性。

（七）加强检查指导，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为确保助农增收大行动工作顺利开展,县、乡组织工作组，加
强对工作的检查指导。各乡镇各部门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和做



法，加强汇报。、县府组织督查组，加强了对大行动工作督
查力度，确保了活动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二、强化措施，确保成效

我县高度重视开展秋冬季助农增收大行动工作，紧紧围绕实
现农业增效、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切实把该项工作
作为下半年“三农”工作的重点，认真按照区、市下达的秋
冬季助农增收的各项任务，科学谋划，强化措施，狠抓落实，
全县秋冬季助农增收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大行动开展以来，
我县坚持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急切的切身利益问
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
民忧、送温暖，让全县各族人民进一步增强了应对金融危机，
保增长，促发展的信心。

《xx县开展秋冬季助农增收大行动工作总结》全文内容当前网
页未完全显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增收节支总结报告篇三

自8月份增收节支工作开展以来，财务部在部门增收节支工作
领导小组的带领下，根据《总公司“增收节支”工作的通
知》，已经全面完成前两阶段工作，现已进入第三阶段（督
促落实阶段），持续开展增收节支工作。

这一阶段，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将从自身做起，深入贯彻实施
“十个一”活动，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一支笔
等做起，努力降低消耗；加强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加快资
金周转；继续做好纳税筹划，降低税赋等。除此之外，这一
阶段的工作执行过程中我们将全面落实各项措施，确保各项
措施取得有效结果。



自6月份增收节支工作开展以来，财务部在部门增收节支工作
领导小组的带领下，根据《总公司“增收节支”工作的通
知》，已经完成第一及第二阶段工作，现已进入第三阶段
（督促落实阶段）后期。

这一阶段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成本费用的预算管理，压缩费用
开支；加强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加快资金周转；继续做好
纳税筹划，降低税赋等。我们将继续采用分解重点工作、明
确责任人、确定完成时间的方法，强化过程管控和执行监督，
全面落实各项措施，确保各项措施取得实效。

年关将近，又到了铺天盖地写总结的时候，为济世救人，笔
者特将访遍名师学来的.年终总结秘笈奉献出来，希望能给各
位同仁以启迪。

要点一:篇幅要够长

要想做到篇幅长，除了下苦工夫狠写一通外，还有一个捷径
可走——字大行稀。即把字号定位在“三号”以上，尽量拉
大行间距，但不可太过，否则会给人一种“注水肉”的感觉。

要点二:套话不可少

如开头必是“时光荏苒，2004年很快就要过去了，回首过去
的一年，内心不禁感慨万千……”结尾必是“新的一年意味
着新的起点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决心再接再厉，更上一
层楼”或是“一定努力打开一个工作新局面”。

要点三:数据要直观

如今是数字时代，故数据是多多益善，如“业务增长
率”、“顾客投诉减少率”、“接待了多少来访者”、“节
约了多少开支”、“义务加班多少次”、“平均每天接电话
多少个”、“平均每年有多少天在外出差”、“累计写材料



多少页”等等。

要点四:用好序列号

序列号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一句话拆成好几句说，还能几个字
或半句当一句，在纸面上大量留白，拉长篇幅的同时，使总
结显得很有条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层层排序，严格按
照隶属关系，不要给领导留下思路不清晰的印象。

增收节支总结报告篇四

一、我乡狠抓脐橙产业销售工作，实现脐橙销售农民人均纯
收入608元，增加128元，同时狠抓柑桔春季管理，为今年脐
橙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今年我乡在抓好农户蔬菜生产的同时，在黄金村新发展
了钢架大棚蔬菜50亩，全乡实现农民蔬菜产业人均纯收入60
元，增加15元。

三、狠抓畜禽和水产养殖。由于去年秋季补栏工作抓得扎实，
今年一季度出栏猪、兔、鸡、鸭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6%，实现
农民人均纯收入910元，增加48元，水产养殖实现农民人均纯
收入51元，增加10元。

四、狠抓劳务开发工作。我乡今年一季度举行了2次农民工培
训，参加培训的有530人次，请了本乡的养殖大户、种植能手、
企业老板、创业能人、农技和畜牧技术人员授课，一季度实
现劳务开发县外务工人均纯收入1727元，增加57元。

五、培植小微企业。培养乡土创业人才，引回务工青年，实
现小微企业及县内务工方面人均纯收入230元，增加40元。

六、统筹城乡发展，落实惠农政策，认真抓好救灾救济、良



种补贴、柑桔幼林果园管护补助资金的发放，到龄老人的新
型农村养老保险收益，高产农业创建的农用物资补助等转移
性收入带动全乡人均纯收入300元，增加60元。

以上合计一季度实现全乡人均纯收入3886元，同比增加261元。

另外，我们扎实抓了粮油生产、林业工作、土地流转等，为
全年实现农民增收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增收节支总结报告篇五

1、把“坚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求作为
第一选择，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切实帮助百姓实际
困难”作为衡量社区工作好坏的标准，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

2、社区居委会成员以分片包户的形式确定入户走访范围，社
区居委会成员每人每月走访居民10-20户，详细了解居民的需
求与呼声，做到社情民意早知道，重大事件早上报，矛盾问
题早解决。

3、建立《社区民情日志》，社区居委会成员做到人手一册。
要求及时记录：走访时间、走访地点、走访人等内容，重点
记录居民的意见、建议和呼声。结合社区居委会信息管理系
统，建立居民户信息档案，并及时更新有关信息，实行动态
管理。

4、入户走访以了解和收集居民需求和困难、排查调处 人民
内部矛盾、征求对社区工作的意见为主要内容。对居民提出
的困难、意见和需求，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解决不了的，
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并提交社区居委会，协调有关部
门解决。

5、建立入户走访信息的双向反馈制度。社区居委会对 走访



中收集到的问题认真归纳梳理，对反映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对提出的困难积极帮助解决，确定解决时限，责任落实到人。
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人人有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