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总结报
告(汇总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
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
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给农民群众带来了新期待、新希望。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筑牢乡村振兴之基的重点。在脱贫攻坚
的持续推进下，这几年来明显觉得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改善，
比如：拆除违建及拆违后复垦种绿化、黑臭河道整治、农村
污水纳管工程、道路安装探头、宜居家园建设等，不断改善
了人居环境，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在乡村，弱项在乡村。必须坚持以
党建统领美丽乡村建设，结合大调研大走访、垃圾分类等工
作，开展党员志愿活动常态化，把乡村振兴作为检验党员干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的主考场，激发党员干事创业热
情、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而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美丽乡
村建设的积极性。以党风引领村风民风，培育文明乡风，筑
牢精神家园。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投身到移风易俗中来，
从源头上破除乱堆乱放、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陋习。坚持
推进文明乡风的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严格落实卫生管
理保洁机制，坚决避免“突击一阵风、过后老样子”的现象。

作为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肩上更是扛着振兴乡村的艰巨任



务，要不断学习，艰苦奋斗，敢于担当、敢于拼搏、敢于创
新。树立为群众服务的信念，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解群众之所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做好把政策接地
气的践行者，将党的政策不折不扣的落实好，才能更好地推
动新时代农村的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总结报告篇二

20**年，**市在省委的统筹领导下，克服疫情、台风等不利
因素影响，聚力推进、保质提速，三农发展势头良好。

一是农业产业集群有序推进。推进**吨特仑苏核心工厂和x处
万头牧场建设，启动**二期建设项目，推动皓月肉牛养殖基
地、小拉哈和牛全产业链项目落地。

二是龙头带动作用逐年提高。一口猪公司成功晋级国家级龙
头企业，**米业等x家公司晋级省级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数量
达到**家。

三是赋予产业增收动能。开展农产品+天猫等网络平台活动，
累计销售额突破**万元，带动农产品线上销售量同比增长**%。

四是特色产业发展迅速。**县大银鱼养殖面积扩大到**万亩
稻蟹综合种养面积x万亩以上，特色养殖产量力争实现**万吨，
同比增长x%。

一是重点任务提速推进。抢抓疫情后施工黄金期，建成生活
垃圾处理站x座，乡转运站**座，村分拣中心**座建设农村室
内厕所**户、菜园革命示范村**个、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站x处。

二是规划编制有序实施。编制**市**民居设计图集，全面完
成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推进村庄规划编制试点，
完成村庄规划的村**个。



三是四季会战持续攻坚。压茬推进四季行动，以村屯内环境
集中整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秋收后环境整治、探索形成
村庄环境长效管护机制为重点，清理农村生产生活垃圾**万
吨，绿化村屯**万亩。

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宣传。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村入户工程，开展某某精神铁人精神新的时代内涵网络
主题活动。

二是文化四季风吹进农家院。组织开展全民k歌百湖百姓音乐
会金色田野等系列活动，开展线上线下文化惠民活动**余场
次。

三是城乡结对共建文明。围绕提高村民文明素质、促进乡风
文明、整治村容村貌、帮扶脱贫攻坚四个方面开展助力乡村
振兴共建活动，全市**家文明单位共投入资金**万元，援建
项目**个，帮助农民**万余人。

一是乡村基础设施持续投入。投入**万元建设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处；硬化农村公路**。x公里；乡镇和建制村均已实现
客车通达；改造危房**户。

二是乡村公共社会事业有效覆盖。中小学基本实现楼房化，
中心小学基本配备了物理等实验室。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
化建设达标率**%。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三是乡村各项服务不断完善。开展农技推广线上培训**期，
受益农民**万人次。建成**个综合文化站，**个村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个文体活动广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总结报告篇三

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农村低保保障

一是全面加强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年初，按照省民政厅关于
印发《全国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方案》、市民政局关于印发
《全市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方案》要求，我市及时印发《市农
村低保专项治理方案的通知》，并及时召开专项治理动员会
和政策培训会，大力排查整治农村低保领域的各类不正之风
和违规行为，进一步提高全市农村低保规范化管理水平，切
实加强农村低保工作作风建设。二是严格落实动态管理。按
月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农村困难对象纳入困难群众兜底保障范
围，把因病、因残及其他临时困难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作为重点，实现了“应扶尽扶、应保尽保、动态管理”。每
月保障金按时通过一卡通发放平台发放到位。三是及时上调
保障标准。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及时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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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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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7
月1日起执行，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截至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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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农村低保保障金累计发放66848人
次、1635.68万元，其中为建档立卡扶贫对象发放保障金1000
余万元，切实发挥了农村低保兜底保障作用。

（二）临时救助。

为切实提高临时救助效率，我市于20**年建立了临时救助备
用金制度，截至目前分3批共下拨93万元临时救助备用金到各
镇街道，启动紧急程序和人均救助金额不超过500元的由各镇
街道动用备用金及时救助。人均救助金额超过500元的由按月
及时审批，通过一卡通发放平台及时发放救助资金。截至目
前，20**年共审批临时救助291户次，支出临时救助金99.92
万元，户均救助达3434元；其中救助农村户籍165户次，支出
农村户籍临时救助金4.69万元。为切实提高临时救助效率，



我市建立了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20**年分两批共拨付给各
镇街备用金31万元，确保各镇街有充足的备用金及时救助基
本生活陷入困难的困难家庭，20**年累计支出临时救助
金130.92万元。

（三）农村特困人员。

20**年1-12月，我市发放农村特困供养金1.175万人次，共计
金额621.1632万元。为了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力度，切实
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我市农村特困人员供养金标准
于20**年10月起农村分散特困人员供养金标准由原来的400
元/人/月调整为500元/人/月，20**年7月1日起农村特困人员
供养金标准由原来的500元/人/月调整为559元/人/月，农村
特困人员实行动态化管理，已全部按照应保尽保的要求，纳
入保障范围，特困供养金也准确及时的发放到位。

（一）继续严格执行农村低保、临时救助“应保尽保、应救
尽救”原则，切实加强主动发现机制，织密救助网络，兜实
民生底线，服务疫情常态化防控大局。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
众包括受疫情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致贫返贫的群体按规定程序
及时纳入农村低保或临时救助保障范围，科学合理确定救助
资金额度，切实做到救助对象精准认定、救助额度科学确定、
救助资金及时安全准确发放。继续执行好临时救助备用金制
度，指导各镇街通过运用临时救助备用金的方式积极开展先
行救助，切实提高临时救助及时性和救助效率。

（二）扎实推进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坚持“脱贫不脱政
策”，对已脱贫且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低保标准的建档立卡扶
贫对象，按实际情况给予不超过12个月的渐退期。密切关注
已脱贫人群中收入不稳定、增收能力弱、返贫风险较高的群
体及低保边缘群体，符合条件的及时给于救助，确保兜底保障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三）积极做好相关配合协调工作。此外我市将充分发挥区



位优势，积极主动密切同青白江区沟通协作，做好成德同城
化先行融合区发展战略下的社会救助融合发展工作。

（四）继续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工作，
对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实行月动态化管理，同时也会根据上级
相关文件的要求及时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工作的调整，保障好
困难群众的生活。

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总结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文化是生态宜居的守护者。习总书记说美丽乡村建设就是
要“看的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村的青山绿水是
我们耐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遵循自然
法则而生存。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生态文明观，让人们懂
得“仁民爱物”，发自内心崇尚自然，珍惜环境，才能从根
本上守护住我们的青山绿水。

“乡愁”对于乡村来说是对乡土文脉和故土文化的记忆。乡
愁可能是一棵长在村头的古树，可能是一间破旧的祠堂，可
能是一出家乡的戏曲，还可能只是一位儿时的玩伴。这就需
要加强对遗址遗迹、宗族祠堂、田野文物的开发保护，传承
乡村文脉，让村民在精神上有归属感。让更多乡贤回到故土
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建设美丽乡村。

文化是产业兴旺的金钥匙。乡村产业无论是农业还是第三产
业，都需要注入文化内涵，否则就不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我们平利是女娲故里，中国名茶之乡。当我们的茶饮产业注
入文化内涵，整合品牌力量，平利的绞股蓝和绿茶也会像西
湖龙井、武夷山大红袍一样名扬四海。到那时，我们卖的就
不仅仅是茶而是健康和文化。



谈到乡村振兴就会想到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的持续蓬勃发
展，更要注重挖掘文化内涵。一个地方的历史积淀、气候环
境、风土人情、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等构成了一个地方的
地域文化，而这种文化带给人们的是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精神
体验。譬如，有人喜欢“大漠孤烟直”的苍凉，有人喜
欢“海上生明月”的意境。我们要做的就是深入挖掘本地的
地域文化，让每一个来平利旅游的客人感受到这片土地与众
不同的魅力。

文化是乡风文明的约束力。“仁义礼智信、诚孝检勤和”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习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
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乡
村振兴中，如果我们充分发掘乡规民约、族谱家训这些道德
资源，发挥身边榜样的力量。让向善向美的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凝聚人心、引领道德、淳化民风，那么“路不拾
遗”、“夜不闭户”、“邻里和睦”等等都会成为村民发自
内心的尊崇。

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只有健全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才能保障村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提高乡村
文体活动质量，让广大村民在丰富的文化体验中形成正确的
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周易·贲卦·彖传》中解释文化，“刚柔交错，天文也;文
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文化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它无时无刻都在影响
着我们的“三观”和生活方式，要想振兴乡村，就得以文化
铸魂。有了灵魂的乡村便有了生机和活力，有了青山绿水和
乡愁，有了希望和未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乡村振兴的意义在于积极探索乡村振兴的新产业、新形式，
建立党和群众利益的连接点。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努力取
得明显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为支
持扶贫成果的巩固拓展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将原中央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调整优化为衔接资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农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乡村振兴和产业繁荣是重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它是农业生
态产品的重要供应者，农村是生态保护的主要地区。生态是
农村最大的发展优势。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实施农村绿
色发展方式，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中
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农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乡村
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农耕
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在保护传承
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