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对一结对帮扶内容 结对帮扶工作总
结(优秀6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什么样的总
结才是有效的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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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一结对帮扶内容 结对帮扶工作总结篇一

20xx年，省农办进取履行牵头单位职责，围绕省委省政府确
定的帮扶要求，联系项目，落实资金，认真做好与竹垟畲族
乡和龙泉市八都镇安田村、上垟镇五都楼村(以下简称一乡两
村)的结对帮扶工作，较好实现了帮扶乡村产业有新发展，面
貌有新改变，收入有新提高的目标。20xx年，上垟镇五都楼村
农民人均纯收入到达12839元，同比增长18.6%，八都镇安田
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到达10465元，同比增长13%；竹垟畲族乡
农民人均纯收入到达10856元，同比增长13.5%。

1、制定落实帮扶方案。省农办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结对帮扶工
作，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新一轮扶贫
结对帮扶工作的通知》(浙委办〔20xx〕8号)和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快民族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浙政办
函〔20xx〕98号)精神，及时制定《省农办新一轮扶贫结对帮
扶工作方案》，明确了帮扶目标任务、具体分工、工作重点
和相关要求，指导帮扶村制定了《龙泉市八都镇安田村产业
发展规划》、《龙泉市上垟镇五都楼村产业发展规划》等。
同时，分别落实综合秘书处和机关党委具体联系龙泉市八都
镇安田村和上洋镇五都楼村，帮忙理清结对村发展思路，协
调落实帮扶项目。



2、明确帮扶目标任务。到20xx年，全面完成省委、省政府部
署的结对帮扶任务，使结对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
村团体经济有显著发展，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增长高于当地
平均水平。民族乡(镇)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不低于所在县(市、
区)的平均水平；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到达所
在县(市、区)农村平均水平；水、电、路、通信、商贸流通
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

3、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省农办始终把扶贫结对帮扶工作放在
全办工作的重要位置来抓，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
具体抓。20xx年，省委副秘书长、农办(扶贫办)主任章文彪3
次到龙泉调研指导工作，每次都到“一乡两村”走访，与基
层干部座谈、体察村情民意；办分管领导多次深入实地调
研“一乡两村”产业发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农民增收等
情景，指导结对帮扶项目实施，做到了底子清、情景明。各
处室结合各自业务及特点，分批到“一乡两村”开展专题调
研，全面掌握现实状况、农民增收、空间资源、产业发展等
基本情景，为精准帮扶奠定扎实基础。据统计，20xx年，我办
共赴龙泉市开展帮扶43人次，其中办领导7次，走访低收入农
户225户。

(二)抓资金统筹，着力推动“一乡两村”项目建设

1、统筹资金扶贫帮困。按照《省农办新一轮扶贫结对帮扶工
作方案》，办里计划每年安排50万元，用于每个结对村的项
目帮扶；每年根据竹垟乡提出的帮扶需求，由办分管领导协
调相关处落实50万元的项目资金用于竹垟乡兴办1-2件实事。
经过努力，20xx年，省农办整合各类支农资金，累计帮扶龙泉市
“一乡两村”1044.5万元，其中竹垟民族乡537.5万元，帮扶
两个结对村507万元，重点用于农村污水处理、产业发展等方
面。

2、指导帮扶项目建设。在推进帮扶过程中，我办按照村庄规
划要求，指导和帮扶“一乡两村”项目建设，建成一批基础



和产业项目。八都镇安田村：完成产业扶贫坞垟村茶叶基地
道路硬化600米，建设农田机耕路500米，协助竹林机耕路硬
化。完成对村部分危房、旧房拆除修建，硬化各自然村道
路2565平米(包括结对户)；指导完成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项目。
上垟镇五都楼村：新建村内排水渠800米、农田小桥1座、奶
牛养殖基地道路1公里；完成部分农房改造项目，硬化村(组)
内路面1000平方(包括结对户)。竹垟民族乡：建立乡级扶贫
资金互助会2个，建设高山蔬菜基地机耕路1500米，修复观光
游步道600米；帮扶改造畲乡文化体验区(罗墩村)加宽硬化道
路150米，建设排水渠500米。

3、职能处室倾斜帮扶。按照省农办结对帮扶方案，每个处室
联系1-2个村，发挥职能处室优势，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如社
会发展处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和新农村
建设等方面给予相应指导；经济发展处在山区经济发展、农
家乐乡村旅游发展和村级团体经济建设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
扶，落实经济发展项目和举措；基层建设处帮忙开展农民技
能培训，促进低收入农户提高生产水平和就业创业本事；扶
贫开发处重点围绕帮忙理清发展思路，制定发展规划，发展
特色产业等，重点推进带动低收入农民增收的项目实施。

(三)抓薄弱环节，着力破除制约发展的瓶颈

1、低收入农户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在“一乡两村”开展扶贫
资金互助会试点和推广工作，分别为“一乡两村”安排扶贫
资金互助会项目14个，其中村级互助会12个，乡级互助会2个，
124名低收入农户入会，借款金额58万元。经过财政支持和农
户入股，发挥了扶贫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有效解决
了低收入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实现了由“输血”向“造血”
转变，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为低收入农户
持续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供给了有力支撑。

2、努力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办领导多次与交通部门沟通，反
映竹垟乡交通发展的问题，得到了省交通厅的大力支持，协



助竹垟乡争取八都至竹垟乡县道改造工程，投资约460万元。
目前，该项目初步达成意向。同时，针对两村要求，安排资
金帮忙两村启动并建设出行道路和生产道路项目，使农村交
通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3、注重提高低收入农户素质。乡、村要加快发展，低收入农
户要持续增收，人员素质是基础。为此，我办在引导发展来
料加工、农家乐、生态农业等产业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帮扶
乡镇和村从业人员及低收入农户的培训力度，针对“一乡两
村”安排赴台考察民宿和现代农业培训班1期，牵头联系赴磐
安、永嘉等地考察农家乐1期，为全面推开工作积累了宝贵经
验。各处室人员利用到基层调研时间，多次开展“金融扶贫、
产业发展”等业务方面培训，进一步激发了低收入农户发展
的进取性。

1、加强与相关单位的联系与合作。推动低收入农户收入实现
倍增计划，单纯依靠省扶贫办的专项扶贫和专项资金是远远
不够的。我办充分发挥牵头单位优势，强化合作，整合各单
位力量助推“一乡两村”发展。省交通厅、省科技厅、省农
科院等省级单位纷纷发挥优势，为“一乡两村”供给资金、
科技、信息等支持。龙泉市农办、农业局、交通局、旅游局
等也纷纷加大帮扶力度，努力改善帮扶村发展条件。

2、及时总结推广好的做法和经验。作为龙泉市帮扶团组组长
单位，组织加强经验交流，及时了解各成员单位结对帮扶进
展情景，经过扶贫信息网、简报等总结推广结对帮扶过程中
一些好的经验做法，为成员单位相互之间供给和借鉴好思路、
好举措、好办法，使帮扶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五)抓指导评估，着力落实和使用好帮扶资金

1、建立定期汇报制度。为了确保帮扶工作高效、高质完成，
把项目决策与事中检查、事后评估有机结合起来，并建立定
期汇报制度，由结对乡或村定期自查项目进展情景，直接向



省农办汇报或由市农办向办领导汇报。

2、建立检查指导制度。办领导经过多次调研，了解和掌握项
目进展、低收入农户增收等各方面情景，并对帮扶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具体负责的处室，多次直接到点、到项目进行指
导，督促帮扶项目有效实施。

3、规范帮扶资金使用。规范结对帮扶资金使用的范围和程序，
确保帮扶资金使用公开透明；加强帮扶项目效果评价，推行
项目实施效果好坏与下一年度帮扶资金是否增加挂钩；充分
发挥扶贫工作进取性，在结对村范围内统筹使用项目资金，
以发挥帮扶资金的最大效益。

(一)进一步做好团组牵头工作。

根据《关于做好20xx年扶贫结对帮扶工作的通知》(浙扶贫办
〔20xx〕12号)等文件精神，及时组织召开龙泉团组会议，继
续做好团组帮扶的协调服务工作，搭建好服务平台。同时，
及时将各成员单位报送的好做法与经验进行宣传推广，推选
先进单位，构成合力帮扶的良好氛围。

(二)进一步明确帮扶重点。

20xx年，省政府将基本消除家庭人均纯收入4600元以下的贫
困现象列入民生实事。20xx年，省农办、扶贫办将在农村改革
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农民培训、山区经济、农家乐发展、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方面继续给予倾斜支持，尤其将结对
村46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作为帮扶重点，将帮扶资金更多
地用于促进这部分人群的增收。

(三)进一步落实精准帮扶措施。

根据扶贫重点村和低收入农户的帮扶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
结对帮扶，鼓励和支持“一乡两村”发展“特色产业、农村



电子商务、乡村休闲旅游、来料加工”等“造血型”新业态、
新产业，大力推进合作扶贫，力争让尽量多的4600元以下低
收入农户参与进来，促进4600元以下农户收入持续加快增长，
逐步推动壮大村级团体经济。

(四)进一步加强项目的指导和管理。

根据“一乡两村”发展规划，我办将认真梳理结对帮扶具体
项目情景，整合资源，加强协调，搭建加快发展新平台。探
索帮扶资金帮扶新举措，强化项目资金监管，进一步提高资
金使用绩效，加快“一乡两村”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尽
早实施，尽快产生效益。

四对一结对帮扶内容 结对帮扶工作总结篇二

时光如梭，转眼间我已经在学校工作一个学期了。这个学期
我有幸得到了教育教学方面非常优秀的教师——胡海霞老师
的帮助，在她的帮助下，我才能迅速转变角色，站稳三尺讲
台。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海霞老师给予我的帮助和引导，也
非常感谢学校组织的新老教师结对帮扶活动。

有一段时间，我上课时候学生回答问题不积极，课堂氛围比
较沉闷，我不知道原因，很困扰。海霞老师说：“你要充分
发挥自己的优势，你是一个新老师，对教学应该是有热情的，
你要发挥出来，用你的热情来感染学生。心得体会同时，提
问后要有适当点评，尽量多一些赞扬。没有一个学生不想吃
糖，没有一个学生不想要赞扬！”我才恍然意识到，对于表
现好的学生，我确实缺少表扬。随后，海霞老师又说了很多，
使我领悟到，教师教学不能只顾着完成自己的教案，只想着
完成每一个教学流程，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学生，要了解学生
的接受情况，要根据学生的反应来及时调整。

作为新教师，没有任何教学经验，想要快速成长就必须多听
课，多评课。在这一学期中，我有时间就去听海霞老师上课，



每次都受益匪浅。课后，海霞老师也经常跟我说她的想法，
每次都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听课经历，
是海霞老师的一节公开课《我爱这土地》，饱满的热情，强
大的气场，严密的教学环节，让我好生羡慕，当时我就想，
什么时候我能达到海霞老师的高度就好了，最精彩的还是朗
诵，这也恰恰是我教学中薄弱的地方，我要好好学习。

记得有位教育家曾经说过：“教师一旦今日停止学习，明日
就将停止教学。”海霞老师经常用这句话教育我，使我认识
到：只有不断学习，个人简历才能使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才能以全新的思想、观点指导自己的教育实践。因此，一个
学期以来，我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在以后的教学生涯中，
我依然不会停下脚步。

海霞老师给我提出了这样的发展目标：作为一名青年教师，
不仅要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平时还应注意反思，积累，多
写些东西，朝科研型发展。一学期下来，在王老师的要求、
指导下，我课课坚持写教学反思，我觉得自己每天都生活在
紧张与充实之中，通过这样长期地认真实践，及时总结，我
的写作能力，教学水平都在不断的进步。

时间走得很快，一个学期匆匆掠过。我深知，我还有很多不
足之处，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我有要教好学生的信念，现
在需要的是学习加方法加勤奋，我要以海霞老师为目标，踏
实干，踏实学。再次对学校及海霞老师表示感谢！

四对一结对帮扶内容 结对帮扶工作总结篇三

根据《关于公布新一轮省级扶贫结对帮扶关系落实第九批农
村工作指导员扶贫任务的通知》(浙扶贫办[20x]25号)精神，
浙江省邮政公司的新一轮扶贫结对帮扶对象分别为道太乡的
前赖村、上横村、双格村、考坑村、王庄村、流地村，以及
上垟镇的供建村。20x年以来，浙江邮政公司，深入领会省委、
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村的总体要
求，认真落实3月20日龙泉会议精神，在省扶贫办的领导下，
把做好结对帮扶工作作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高度重视，倾心倾力，狠抓落实，坚持不懈，结合结对村实
际，发挥自身优势，落实帮扶政策，确定并实施了一批农民
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扎扎实实推进了与龙泉市道太乡
和上垟镇七个“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的帮扶工作，特别是发
挥村邮平台优势，在解决邮政普遍服务的同时，为提升农村
生活品质，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x年为道太乡
和上垟镇七个村提供帮扶资金共计35万元。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浙江邮政公司历来都十分支持结对帮扶工作。省公司徐建华
副总经理3月20日亲自参加了龙泉会议精神，鞠勇总经理对我
公司结对帮扶工作提出了要求，要求要体现出“向善利民”
的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特别要结合各村村情，发挥邮政
村邮站等平台的自身优势，在提升农村生活品质，提高农民
收入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新一轮扶贫结对帮扶工作的通
知》(浙委办发[20x]8号)以及3月20日龙泉会议精神，给合各
村实际情况，我们拟将与道太乡和上垟镇政府和相关低收入
农户集中村共同讨论协商制定帮扶计划。

为了做好帮扶工作，浙江邮政省公司领导在人、财、物上给
予了大力支持。制定了走访联络制度，除省公司开展定期走
访外，我省公司还委托龙泉邮政局相关领导，每年深入帮扶
结对村走访，了解村庄发展情况，了解项目实施进度;力求浙
江邮政公司和道太乡和上垟镇政府及相关帮扶村之间做到三
联络，即双方之间常联络、大事喜事必联络、过年过节的联
络;要求每年召开一次座谈会，听取帮扶村建设发展情况，及
时掌握面上发展困难和发展动态。办公室作为日常工作联络
处室，加强与结对帮扶组长单位及公司内部的沟通协调，主
动与结对村联系，推动结对帮扶工作有效开展。



二、结合邮政，发挥特色

浙江邮政村邮站建设是省委省政府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
动计划” 14个基本项目之一。2019年时任省长的夏宝龙同志
在年初《政府报告》提出基本实现村村建邮站的目标。村邮
站建设被纳入为2019年省政府十方面实事之一。目前，村邮
站，不仅让广大村民享受函件、报刊、普通包裹投递和受理
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还为农民提供邮
政各类业务受理、长途汽车客票和航空票等票务出售、账户
转付和小额现金支付、公用事业费用代收代缴等服务，让农
村居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一样方便快捷的服务，得到村民的
一致好评。目前，七个扶贫村已建成4个村邮站，其中有两个
是信息化村邮站(王庄、流地，双格、考坑)，接下来我们将
打算做好两篇文章。

一是利用村邮站平台做好农特产品进城的文章。目前，浙江
邮政依托村邮站平台，创新“浙乡邮礼”产品，把农村最具
特色的时鲜水果第一时间配送到城市，不仅满足了城市居民
即时尝到原产地新鲜水果的愿望，还帮助果农实现了农产品
进城。今年已累计配送“浙乡邮礼”产品13款共9.7万份，涵
盖了时鲜水果、蔬菜、海鲜、坚果等种类，当日配送成功率
达到99%以上,受到了农民百姓的欢迎和城市居民的好评。

二是做好农村电子商务这篇文章。首先是利用村邮平台，推
广村邮网购业务，培养村民的网购习惯，提高村民生活品质。
目前已有2019多个村开办村邮网购;到2019年6月，我们在全
省开办村邮网购的“村邮站”将超过1万个。其次是利用村邮
平台，解决农村电商包裹最后100米问题。如浙江有不少市
县(市)邮政企业已在整合村邮站和网络资源，打造“农村电
商代投中心”，接受社会快递企业委托代投快件，有效缓解
农村最后一公里包裹投递难题。

三、项目带动，狠抓落实



近年来，我公司依靠项目带动，围绕工作重点，坚持“输
血”与“造血”相结合，确定并实施了一批农民迫切需要解
决的民生问题。进一步完善结对村的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
施、交通设施，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户增收奔
小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主要实施了21个项目的帮扶工作。
如道太乡考坑村的三岔路口浇三面光和绿化项目;达对头新建
公共厕所项目;新建自来水水池项目。前赖村的龙松接口处候
车亭建设项目;新建垃圾焚烧池项目;新建机耕路路基和路面
硬化;村办公楼，新建花坛和绿化项目。双格村的全村污水处
理农户改厕项目;村机耕路水毁工程修复项目。上横村的防洪
堤建设和码头改造项目。王庄村的王庄库湾道路建设项目;污
水处理项目;杜瓜基地。流地村的流地至大苏连接公路项目;
村庄道路硬化项目;新开机耕路项目。上垟镇供建村的村议事
中心建设项目;机耕路建设项目;老学校改革老年居家养老中
心项目。

当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还存在以下几
个问题。一是调研走访、联络沟通不够。虽然我们的地面局
龙泉局与道太乡和上垟镇政府及相关帮扶村之间有比较多的
沟通，但省公司层面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缺乏系统的规划。
存在帮扶村急需什么，我们帮扶什么的现象，下一步我们要
加快制定一个立足长远，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
帮扶方案出来。三是帮扶改善生活生产基础设施的多，发展
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的项目少。

总之，在龙泉帮扶团组的领导下，在龙泉道太乡和上垟镇政
府党委、政府和结对村的配合支持下，浙江邮政公司的帮扶
工作得到了有效推进。此外，由于我公司对结对帮扶工作十
分重视，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部署，作为企业应
尽的一份社会责任来履行，作为转变干部作风的有效载体来
推进，公司员工通过深入农村、走进农户，真切感受到了低
收入群众生活的艰辛，进一步深化了对基层、对群众的感情，
更加珍惜工作岗位，从而强化了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公司
职工得到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