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扶贫报告总结 乡精准扶贫工作报
告(精选6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于个人和
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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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扶贫报告总结篇一

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受中共小甸子镇第十七届委员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
予审议。

一、20工作回顾

年，小甸子镇党委在东港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党的十八大
精神为指引，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紧依
靠全镇干部群众，团结一心，锐意进取，经济和社会发展均
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党的建设得到加强。镇党委始终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

——基层党建工作有新格局。树立抓党建一要“严”，二
要“实”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一级抓一级的党建工
作格局。今年召开12次党委会、6次调度会研究党建工作。镇
两委班子成员到村检查党建工作180次，调研22次，与村书记
和企业支部书记谈心谈话30次，走访党员群众1200多人，解
决问题100余件。



——基层组织建设有新起色。我镇有1个薄弱村，1个软弱涣
散支部，11个村均为贫困村。今年镇党委组织完成了薄弱村
新两委班子的补选;在市委组织部和发改局、财政局、交通局
等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协调200余万元完成薄弱村新党群活动
中心、3.1公里屯堡路及10座桥涵建设;投资2万多元完成了软
弱涣散支部的活动场所改造;完成11个村的3年发展规划和与
市11个帮扶单位的对接;发挥好村监会作用;落实好党务政务
公开、“四议一审两公开”工作。

征求群众意见200余条，解决问题100多件。注重发挥两代表
一委员的.作用，镇党代表工作室投入使用以来，共接待群众
来访320余人次，受理反映的问题200多个;11个村级两代表一
委员工作室共接待群众800余人次，解决问题500多个;11个村
级为民服务全程代理站，今年共接待群众余人次，为群众办
实事1000余件，受到党员群众的普遍认可和欢迎。

——基层党员队伍有新面貌。镇党委组织全镇86个党支
部、800多名党员进行了“三评一登记”工作。共评出不合格
党员8名，其中4名除名、4名暂缓登记。今年共发展党员13人，
其中35周岁以下7人，为党员队伍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结
合教育实践活动，开好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班子成员
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敢于揭短亮丑、维护班
子团结的觉悟，提出批评意见297条，达到了“团结—批评—
团结”的效果，得到领导和督导组的充分肯定。全镇11个督
导组各司其职，到所联系的村、企业指导工作，各支部的组
织生活会实打实地开出了辣味儿，找出了不足，增进了团结，
促进了工作。

——党建工作投入有新办法。在镇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尽力
为基层党建工作提供一些经费上的保障。一方面是向上级部
门争取资金加大对各村村部及文化广场的投入力度。如争取
资金75万元的张家堡村党群活动中心建设、60万元的张家堡
村文化广场建设、30万元的小甸子村文化广场扩建及购置活
动器材、60万元的汪家隈子村党群活动中心建设。另一方面



是镇本级真正做到了党建经费专款专用，并尽量挤出资金用
于基层党建。

(二)经济建设取得实效。2016年，完成工业总产值34.6亿元;
农业总产值6.2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实现2581万元，其中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实现244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13150元，
增长6.3%。

——项目攻坚实现新的突破。2016年，我镇重点围绕了工业
园区开发、旅游资源管理、矿产资源开发、农业资源深度开
发、小城镇综合开发五个方面，推进了项目建设。完成投
资3000万元的老石山旅游景区重启扩建项目、投资1000万元
的妙祖寺佛学文化中心二期工程、投资500万元的萨满文化民
俗村二期工程。重点推进的投资2亿元的三和管桩项目，已经
完成了回填土工程，预计20上半年主体开工建设。完成了府
学苑住宅小区一期工程1.2万平方米商品楼的开发项目，已经
达到入住条件。完成了投资1000万元千亿斤粮食基础设施工
程项目，保障了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汪家隈村敬老院项目
已开工建设、日升服装厂分厂已上报项目规划请示、公共汽
车站项目已经完成建设项目申报相关手续。

精准扶贫报告总结篇二

xx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市委决定在全
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绿色转型，全面振兴”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大落实教育实践活动，是着眼于加快
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实现率先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是
共谋发展的全民研讨会，是找准制约发展症结的全民会诊会，
更是实现全面振兴的全民誓师会。

镇精准扶贫工作现状如何，如何实现xx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的目标？带着这些问题，对村6个村屯进行调研。

xx年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275户、905人；有、、3个贫困村；



由县法院、县国税局、县环保局、县xx局、县银监局5个部门
包保我镇215户709人。按照脱贫计划，xx年已完成脱贫105户、
324人，完成任务的36%。

20xx年7月下旬开始，按照全县扶贫工作会议和省扶贫办38号
文件文件精神，我镇对重新精准识别贫困户工作进行了详细
的安排部署。通过精准识别，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14
户，277人（其中：档内63户，145人；档外51户，132人）。
新识别贫困户中因病致贫70户，因学致贫3户，因残致贫37户，
其它原因致贫4户。

我镇目前共有3个扶贫产业项目：一是投资138万元，在村建
设600平方苹果果窖项目，xx年共存储苹果14万斤，收益2万元；
二是投资100万元，在村建设5栋果蔬大棚项目，现出租4栋，
组织贫困人员种植蔬菜一栋，目前收益万元；三是投资150万
元，在村建设15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自xx年6月27日开始并
网发电。

（二）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xx年建设情况：

村已投资80万元，绿化主街3000延长米、建设水渠70延长米、
修建围墙900延长米；争取小流域治理项目直河700延长米。

村138万元，建设600平方苹果储果窖1座；投资12万元建
设700平方米文化广场。

村已投资50万元，修建水泥路公里；投资7万元修建人畜安全
饮水水窖2座。

xx年建设情况：

村投资94万元，其中修建边沟2880延长米，安装路灯72盏；
投资38万元，修筑水泥路公里；投资xx万元，建设文化大院
两座。



村投资56万元，其中修筑边沟1300延长米，安装太阳能路
灯71盏；投资60万元，新建300平方米村部和3000平方米文化
大院，正在施工中。

村投资29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74盏；投资10万元，新建文
化大院一座。

（三）采取的主要帮扶措施：

一是认真开展助春耕扶贫活动。以农民自有土地为基础，拓
宽农民土地多种经营模式，调动各方面力量加大助春耕投入
力度，提高贫困农民的收入水平。

二是认真推动养殖业扶贫活动。以我镇丰富的养殖业为基础，
大力开展养牛、羊、猪、鸡、蜂为主的家庭式养殖业，加快
贫困农民致富增收渠道。

三是认真组织镇域劳务就业扶贫活动。以红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和云岭生态旅游项目为引领，以我镇丰富的林下参、西洋
参、寒富苹果、大榛子等产业项目为带动，认真组织贫困户
开展镇域劳务就业活动。同时，各村在环境卫生整治和其它
用工上，优先安排贫困户就业，有力推进贫困农民增加收入。

四是认真组织域外劳务就业扶贫活动。xx年初，我镇同集团建
立了外出劳务合作，同北京、等地劳务公司洽谈，输出贫困
人口劳务就业25人，人均增收万元。

五是认真推进项目扶贫活动。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协调
包保部门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点推进光伏发电、寒富苹果
果窖、果蔬大棚建设项目，拉长产业链条，增强产业后劲，
为加快贫困农民早日脱贫奠定基础。

六是全力推进贫困村村停耕还林1300亩种植大榛子、寒富



苹果特色产业项目，拉长产业链条，稳定产业项目，为后续
农民增加收入奠定基础。

七是加快推进特色沟域经济发展，借鉴安吉旅游模式，按照
县委提出的全面推进柳安向全域旅游要求，认真做好“向”
字这篇文章，突出果香、药香特色，以云岭旅游业为引领，
以我镇丰富的寒富苹果、大榛子、林下参、细辛、葡萄等特
色产业为带动，全面打造采摘园、农家乐园等特色产业园，
形成一沟一品、一沟一特的建设格局，以特色旅游产业带动
贫困户增加收入。

八是认真做好民政扶贫活动。积极向上争取民政救助资金，
落实民政帮扶政策，加快推进民政帮扶工作力度，发挥民政
兜底作用，全力做好扶贫工作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二是部分贫困户等靠思想严重，还需进一步教育和引导，通
过带动增强自主创富的能力。

三是虽然我镇特色产业发展较好，但多数贫困户还是靠种植
玉米为主，去玉米瓶颈和发展特色产业问题急需破解。

四是政策帮扶还不够完善，健康扶贫还有薄弱环节，兜底政
策还需进一步完善。

（一）争取xx、环保、银监、中国银行等包保单位的支持，

筹措资金140万元，新建150千瓦光伏发电站一座，实现建档
立卡贫困户户均增收1000元的目标。

（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将全镇11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全部纳入各类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实现贫困户加入经济组织
全覆盖。

（三）依托优势产业，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苹果、



大榛子、中小药材等产业项目，实现有长远增收项目。

（四）利用镇苹果、人参、大榛子、中药材等产业用工量大
及毗邻的新宾县雇工难的优势，鼓励、引导有劳动能力但自
己没有其它产业的贫困人口发展劳务经济，力争贫困人口中
的劳动力年人均劳务增收8000元。

（五）通过提高信贷、技术等帮扶质量，引导有意愿和能力
的贫困户发展牛、猪、羊、鸡、鹅等养殖业，稳定提高收入。

（六）对没有劳动能力，完全依靠低保兜底的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在全面彻底排查的基础上，精准纳入低保救助范畴，
通过“两线合一”政策支持，确保xx年实现脱贫。

精准扶贫报告总结篇三

按照省委、省政府精准脱贫，不落一人的总要求和市委、市
政府确定我县年全面脱贫的要求，月日第次县委常委会明确
决定：把扶贫工作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县中心工作，作为总
抓手来推动其它各项工作。围绕实施扶贫攻坚战略，从月日
以后全县扶贫攻坚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现将具体情况汇报
如下：

一是成立了扶贫攻坚工作机构和工作专班。成立了团风县扶
贫攻坚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县长任组长，相
关领导任副组长。成立团风县扶贫攻坚指挥部，下设指挥部
办公室，由副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副县长等兼任副主任。
下设产业扶贫、搬迁扶贫、政策兜底扶贫、社会扶贫四个工
作专班和综合协调、宣传报道、业务指导、督查组、考核组
五个工作组，同时要求各乡镇相应成立扶贫攻坚指挥部，成
立扶贫攻坚工作机构和工作专班，设立乡镇扶贫办，工作人
员增加到3名，专职专干。

二是制订了全县扶贫攻坚计划。围绕年全面脱贫摘帽的奋斗



目标，科学制订全县三年脱贫工作规划，细化路线图，明确
时间表，县里脱贫规划为1347工程，即横下一条心、利用3年
时间、通过四个一批方法，完成7万人脱贫。计划年脱贫10个
贫困村、28174名贫困人口，年脱贫33个贫困村、21234名贫
困人口，年脱贫29个贫困村、21243名贫困人口。现已将贫困
村脱贫计划落实到村，贫困户脱贫计划已下达到乡镇村，村
级正在落实到贫困户。

三是选派了驻村帮扶工作队。月日，我们按照硬抽人、抽硬
人的要求，精心选派了292个驻村扶贫工作队和98个重点村、
后进村、难点村第一书记，并动员45家重点民营企业开展村
企共建，做到了五个全覆盖，即全县所有村扶贫工作队全覆
盖，贫困村、后进村和难点村派驻第一书记全覆盖，县领导
联系乡镇包重点村全覆盖，县直单位参与精准扶贫全覆盖，
重点民营企业联系重点村全覆盖。该项工作得到了省委办公
厅的肯定，见《》第25期。月日上午，县委召开了千人动员
大会进行动员，并举办了业务培训。当天下午，800余名工作
队员全部进村入户开展工作。目前，工作队基本完成贫困户
识别、复核、确认工作。

四是进行了扶贫工作现场推进和督办。月日，县委书记在镇
主持召开了全县精准扶贫现场推进会，会议参观了精准扶贫
工作现场，传达了全市精准扶贫现场会精神，各乡镇党委书
记分别就各自的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了表态发言。会后，各乡
镇分别召开了县直机关、各村支部书记、县驻村第一书记、
县驻村工作队队长、联络组长参加的精准扶贫动员大会，围
绕四个一批及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三个时间节点进行了具体
安排。月日，攻坚办再次组织5个督查组对全县驻村工作队工
作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督办。

五是召开了县委县政府高规格会议。月日和月日分别召开2次
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精准扶贫相关工作。月日召开了县委
届次(扩大)会议，讨论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的决定》，会上县委县政府与乡镇党委、政府签订了脱



贫攻坚任务军令状，县扶贫攻坚办公室与扶贫工作队签订了
驻村帮扶责任书。这次会议从思想上进行了誓师动员，从工
作上进行了督促落实，引导和推动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坚定信
心和决心，强化责任和担当，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扶贫攻坚上，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开展精准扶贫上，把干部精力集中到帮助
群众脱贫上。

六是拟定了相关政策支撑文件。除了出台县委县政府《关于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定》之外，拟定了《关于推进产
业精准扶贫的实施意见》、《团风县扶贫搬迁工作实施方
案》、《团风县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工作方案》、《团风县精
准扶贫时间表和路线图》等相关政策文件，还有几个文件正
在积极拟办修订之中，准备近期出台。

七是创办了小额信贷扶贫试点。县扶贫办与县农商行联合创
办扶贫小额信贷试点，通过市场手段运作扶贫开发，利用有
限的扶贫资金撬动信贷资金，拉动社会资金，解决贫困户借
款难的问题，创新了市场主体帮带贫困户利益联接机制。月
日全市扶贫小额信贷创新工作现场会在我县召开，肯定了我
县扶贫小额信贷12345扶贫模式(即搭建一个信贷平台，突出
贫困人口和市场主体两个主体，严格评级授信、项目推荐、
贷款发放三个步骤，确保指标落实、项目直扶、帮扶带动、
验收考核四个到户，打造瞄准特困群体、落实特惠政策、形
成扶贫合力、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壮大特色产业等五项特色)。
目前这项媒体宣传的金融扶贫团风样板工程，已向282户发放
贷款3220万元，落实帮扶贫困户315户、1812人。

八是开展了扶贫攻坚的密集调研。县四大家领导分别带队到
各自的扶贫联系点开展精准扶贫调研，通过走访座谈、解剖
典型等方式，认真听取群众脱贫的愿望和想法,总结探索精准
扶贫新模式，进一步摸清贫困底数、理清扶贫思路、完善脱
贫举措。同时，按照县委、县政府的部署要求，县卫计局、
民政局、扶贫办等部门分别对因病致贫人口、农村低保(五
保)人口、扶贫移民搬迁对象等进行专题调研，为制定完善精



准扶贫规划和政策体系提供有益参考。同时认真准备接待，
圆满完成了省市各级领导对我县精准扶贫工作的调研任务，
其中省委领导傅德辉常委对我县精准扶贫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

九是正在开展各种精准扶贫示范点建设。

2、办产业扶贫示范点和市场主体帮带贫困户示范点;

3、培训转移贫困户劳动力示范点;

4、电商扶贫示范点。各示范点创建工作由指挥部下设工作专
班和牵头单位以及各乡镇具体负责落实。

前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问题。主要
有:一是工作进展不平衡。各乡镇各部门之间相比，有的乡镇
和部门领导认识高、动作快、效果好，有的重视程度不够，
有的工作专班和牵头单位没有进入工作状态，没有尽到工作
职责和牵头之责，导致工作被动滞后。二是工作推进速度不
快。相比兄弟县来说，我们工作总体推进速度稍缓，没有掀
起扶贫攻坚的高潮态势，没有真正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三是
工作成效不明显。相比上级领导的要求和贫困群众的需求，
工作成效不很明显，工作特色不突出。

精准扶贫报告总结篇四

按照县扶贫移民局的要求，对我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自
查，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pc年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174户、720人(其中：新基姑村建
档立卡户25户109人;特吉村建档立卡户39户165人;磨房村建
档立卡户48户202人;作可洛村建档立卡户62户244人);20pc年



脱贫43户189人;死亡1人;20pc年预脱贫12户45人. 子系
统20pc年共还有119户486人.都是按照“两公示一公开”的标
准严格审核进入系统的。

二、深入自查

按照凉扶移发〔20pc〕1号文件要求，根据入户核查后的纸质
档及时在国家业务子系统、省脱贫攻坚“六有”信息管理平
台中进行纠错，确保数据录入真实、准确、完整，保证数据
零差错的工作思路，自查结果如下：

(一) 对原子系统 “回头看”数据自查：

20pc年12月底通过精准扶贫“回头看”，我乡对贫

困户进行一次大摸底，清退了户主与家庭成员不属于同一个
户口簿1户2人。查退购买汽车的3户17人、清退了在工商部门
注册的个体商户1户5人;清退了在城镇自建住房的2户8人进行
了清退，共计清退7户32人。对新进子系统7户32人的贫困户
我乡严格按照贫困户识别的标准、程序进行并和县级有关部
门进行了数据比对。

(二)对特殊群体情况自查：

按照县扶贫移民局的要求，对我乡精准贫困户特殊群体做统
计，经向各村委会与贫困户了解情况，共统计特殊群众未纳
入子系统38户54人。其中因超生未纳入的6户6人;婚迁未纳入
的15户16人;其他的28户32人。(注：一户有两种情况)

(三)“六有”系统与子系统对接工作自查：

经过反复对比、核查，我乡“六有”系统数据为131户584人，
与子系统数据加上特殊群体数据相同。



三、问题原因分析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乡透彻分析了问题的根源，找出了
三点主要问题：1、初始确立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时，由于时
间紧任务重，存在个别贫困户识别不精，不该纳入而纳入;2、
在精准识别时对贫困户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没有时间进行逐
户核对，手写稿字迹不清楚时未能一一与村三职干部核实，
存在个别贫困户信息存在错误;3、贫困户对特殊群体上报有
所忌惮，生怕因违反政策丢掉贫困户名额而选择隐瞒不报。
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要痛定思痛、即刻整改，从问题中找经
验，在挫折中谋思路。

自查是为了更好的开始，精准扶贫说白了就是为了精准脱贫。
接下来要制定符合本乡的脱贫计划，未雨绸缪，实现有据退
出,切勿左倾又防右倾，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症。
要实行严格评估,按照摘帽标准验收，实行逐户销号,做到脱
贫到人,致富到户，不仅要群众学会算账，还要确定群众会认
账。我们广大扶贫专干的愿望都是：争取早一天子系统中再
没有一个贫困户，全体群众都漫步在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

精准扶贫报告总结篇五

为深入细致了解扶贫村现状，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5月16日，
我们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xx镇xx村开展扶贫调研工作。
通过召开村干部、村小组长座谈会，走访农户了解贫困现状，
广泛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此调研报告。

一、基本情况

xx村共有4个自然村10个村民小组，347户，1318人，其中贫
困农户71户328人，低保户44户70人。全村耕地面积1159亩，
人均耕地0.88亩，农业生产主要以从事水稻种植为了美丽乡
村建设，空心村现象严重;其村主干道交通已有改善，但村内
道路大多还没有硬化，影响出行;没有公共休闲场所，村前屋



后到处是大片垃圾，农村脏乱差现象严重影响居住环境和村
民生活水平;农田田园化程度低，农田水利设施落后，山塘水
库蓄水量小，水坡水渠经年未修，严重影响农田灌溉。

三是务农人员素质较差。青壮劳力大多外出务工，该村从事
种农事生产的务农人都是老人，且初中以下和文盲、半文盲
占相当比率，思想封闭、安于现状，只能选择劳动力程度不
高的水稻等农作物，依靠仅有的土地和国家的扶助政策生活。
村级组织缺乏能力组织村民合力发展，大量劳动力外流，造
成特色产业难以规模和产业化。外出务工人员由于技能水平
低，就业途径少，门路窄等原因，收入水平也不高。

四是致贫因素多。主要是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技术
等致贫，但该村有近60%的贫困户是因病、因残致贫返贫。因
病因残造成劳动力的丧失或要承担巨额的医药费用，大多数
家庭入不敷出，形成疾病和贫穷的.恶性循环，因病致贫已成
为农村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

五是扶贫对象的确定存在漏洞。从反馈的情况看，大多数已
建卡的贫困户都有住房，甚至是近几年才建的新房，条件尚
可。但有些家庭确实有困难，确实贫困的农户并没有确定为
扶贫户。

二、扶贫工作思路及对策

一是强化科技培训提高技能。建立长期的培训机制，采用扶
贫先扶智的办法，加大对农民群众种植和养殖技术等适用技
术的培训力度，使农户都能掌握1-2项适用技术，对科技致富
能人给予政策扶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消除泥泞道路，解决农民出行难;
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完善垃圾处理机
制，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加大教育、卫生建设力度，改善农村



教育卫生条件。

精准扶贫报告总结篇六

桃花沟村位于郧县城关镇西部，与郧县最边缘的大柳乡相邻，
版土面积8.6平方公里。全村共有12个村民小组，410
户，1806人，其中，丹江库区移民235户，耕地面积2700亩，
其中，旱地2050亩，水田650亩，林地1400亩。20xx年全村人
均纯收入3260元。根据国家贫困标准 (20xx年人均纯收
入2736元)统计，该村现有贫困户232户，966人，占全村总人
口的53.5%。

有史以来，桃花沟村始终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生产为主但
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产业结构单一。生产水平低、生产成本
高、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增收门路单农民观念落后、因灾、
因病返乡较多，是该村贫困现状的集中体现。

扶贫目标及对策

针对桃花沟村贫困现状，子胥湖集团公司扶贫工作专班通过
进村入户调查摸底，并与村两委会多次商讨，初步拟定了扶
贫发展规划，力争在20xx年前，通过项目拉动、产业带动、
包户促动、整体推动的方式，把桃花沟村打造成生产空间集
约高效、生活空间绿色宜人、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文化事业
兴旺繁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扶贫目标

采取项目扶贫、产业扶贫、包户扶贫的方式，利用子胥湖集
团产业带动优势，力争通过6年的奋斗，形成以桃子产业为主
的观光、休闲、采摘生态旅游园区，实现产业发展(发展生态
桃园1000亩以上)、农民增收(人均年增收300元以上)、生态
改善、村容靓丽、村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
到220xx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元。



扶贫对策

一是完成村主干道的公路扩宽、硬化。力争在20xx年前投
资600万元完成郧庙路至村万头猪场的6.5公里道路扩宽、硬
化，达到路石宽8米，水泥路面宽6米的要求，并搞好路间及
排水沟建设和绿化带建设，形成桃花大道景观带。

二是改善土地生产条件。20xx-20xx年通过对桃花沟进行水、
田、路、渠的综合治理(面积450亩)，形成耕地园田化、梯田
化;新修河堤石岸 6000米，改挖河道400米;修建机耕路28
条2400米、田间作业道36条4500米;维修库塘8口、引水堰
渠4000米。

三是建设万头生猪养殖基地。计划从20xx年开始，投资2600
万元，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种猪繁育场，专门繁育子胥湖土黑猪
(年繁育10000头以上)，为贫困户和养殖大户提供优质种猪仔，
对贫困户实行先赊后还的办法，扶持贫困户发展养猪业。然
后，由子胥湖集团公司统一收购、加工和销售，并统一品牌、
统一价格、统一标准，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供、加、
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带动贫困户和基地农户实现产业化经
营。力争到20xx年形成万头养殖规模。

四是建设千亩生态桃园。计划20xx-20xx年投资200万元，建
成1000亩生态桃园，引进最新的水蜜桃、油桃和大樱桃品种。
桃园内套种草莓或花草，实行立体种植，配套建设一批观光
景点，培植 春赏桃花、夏摘桃果 的桃文化观光园。

五是建设大型沼气发酵罐并扶持农户发展沼气池。利用沼气
发电供农户照明和养殖场供热，利用沼渣生产有机肥供生态
果园、生态茶园及农作物，沼液直接用于农作物施肥，实现
农产品的有机化。到20xx年，结合农村环境整治，搞好农户
庭院绿化和景观化，实现庭院靓化。

六是建设独具风格的乡村农居。结合农村危房改造和新农村



建设要求，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风格、统一施工
的办法，对现有农户庭院进行改造升级，把居住比较偏远、
交通不便的农户和土坯房干打垒 房屋进行搬迁和重建，达到
整齐划特色明显、出行方便、环境优美的要求。

七是整合项目，建设桃花沟村综合服务大楼。积极争取上级
支持，力争在20xx年投资500万元启动建设集办公室、卫生室、
图书室、活动室、游客接待中心、村文化活动广场于一体的
综合服务大楼，为发展休闲旅游农业奠定基础。

八是发展旅游服务业。修建打造休闲旅游景点，建设春有花、
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的休闲农庄，配套发展餐饮业，计
划新发展农家乐12家，使全村的农家乐达到20家，从业人
员100人以上，年营业额达到600万元以上。

保障措施及建议

保障措施

为确保扶贫对策和目标的落实，尽快改变桃花沟的贫困现状，
必须强化以下三项保障措施：

第一，成立专业合作社。分别成立桃子产业合作社和养殖产
业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实行产业化经营，彻底解
决 小生产 与大市场的连接问题，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增
加收入。

第二，实行土地流转。把土地向种田能手和企业流转，农民
通过培训到企业打工，实现由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通过
土地流转收入、打工收入和企业分红，提高农民收入。

第三，落实工作责任。子胥湖集团公司成立以董事长挂帅的
扶贫工作专班，全面负责桃花沟村扶贫工作，同时下设多个
工作部门和子公司，具体负责单项工作。其中，项目部负责



扶贫项目的争取和实施;工程部负责有关工程的施工和管理;
财务部负责扶贫项目资金的争取和足额支付;生态农业开发公
司负责产业扶贫的实施;润景园林公司负责观光景点建设和全
村绿化工作。关于农村精准扶贫的调研报告(3篇)关于农村精
准扶贫的调研报告(3篇)。公司按照计划进度，逐年逐项进行
检查考核。

几点建议

一是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把精准扶贫纳入重要
工作日程，做到心中有目标、工作有计划、行动有措施、考
核有内容。

二是为扶贫攻坚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各级政府应
出台优惠政策，助推扶贫攻坚，用政策调动企业扶贫的积极
性，并对农民发展产业、生产经营予以鼓励和支持。同时，
要积极协调金融、扶贫和房产等部门为扶贫融资予以大力支
持，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更多的提供一些低息或无息贷款
以及专项资金拨付。这样，既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和压力，
又能确保扶贫目标的实现。

三是在项目上给予支持。项目扶贫、项目拉动，是农村扶贫
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应在各贫困村争取项目上给
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使他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和拉动，增加
收入，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四是建好班子，提升农民素质。贫困村能否脱贫，村支部、
村委会和村民的素质是关键。必须把那些有开拓精神、有经
济头脑、善于为百姓办事、敢于负责担当的能人选拔进村两
委班子，建设一支永不走的扶贫工作队。同时，要抓住要害，
突出重点，加强对村民的专业技术培训，达到扶志(志气)、
扶知(知识)、扶智 (智慧)的有机统一，为农村实现整体脱贫
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