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入户心得体会(汇总8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心
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
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入户心得体会篇一

一、基本情况：

xxxx村现有人口538人175户，耕地面积500余亩，果园800亩
左右，全村主要以生产苹果为主，果园生产条件便利，生产
路基本满足生产需要，现有水利设施1处，70%以上的果园都
能得到灌溉。

二、开展走访活动情况

按党委要求，我共走访了20户，包括低保户10户，一般户10
户。低保户全部为老年人，农户10户，年龄都在35—60岁之
间，家庭收入都在3万元以上，走访活动采取了实地查看、入
户走访的形式，向群众介绍了我镇党委开展走访活动情况，
宣传了我镇党委和上级党组织的方针政策，听取了群众的意
见和建议。群众们普遍反映近年来在中央、省、市、镇强农
惠农政策扶持下，村“两委”班子带领村民群众一心一意谋
发展，勤劳致富奔小康，全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村民
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生活会越来越好;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发表了一些意见。

三、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镇农民群众在中央、省、市、镇惠农政策的扶



持下，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村“两委”班子的协调
帮助下，通过大家的努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产业结构调
整、村容村貌改善、生产生活发展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但通
过走访也了解到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

一是：苹果销售难。今年是大年，苹果产量增加，库费上涨，
但是前来收购苹果的果品经销商缺很少。很多群众反映苹果
销售存在困难。

二是：基础设施不完善。苹果种植本身需水量非常大，在天
气干旱的情况下，目前的一套水利设施难以保障灌溉用水;道
路硬化只完成了村内主要道路，生产路硬化，部分村内道路
没有硬化存在行路难。

三是：农村党员年龄偏大，“两委”班子文化程度偏低。通
过走访了解到，现在大多数村的党员年龄偏大，近几年发展
的党员较少。村党员在面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下，
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存在一些不适应。

四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近几年我国实行的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农民群众普遍反映到医院能看起病了，并且国家
对此的投入一年比一年多，农民看病负担大大减轻。但是，
由于今年新农合价格由150元/每人上涨到220元/人，很多群
众对于价格上涨的原因不了解，也不理解，对于新农村合作
医疗的问题心存疑虑。

四：几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强“新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全面落实，最大
限度地减少贫困家庭的就医负担。同时加大宣传，充分利用
村村响、入户走访的平台和机会，将村民关注关心的教育、
医疗、低保等政策宣传解释到位。

二是提供农业技术服务，积极拓宽苹果销售渠道。鼓励引导



村里的果业大户、苹果经济人积极走出去，闯市场;鼓励企业
和农户按照“互联网+”的思路，发动村内的年轻人，积极发
展电商，变田间地头销售为全网销售。。

三是积极争取上级扶持政策，新上灌溉工程一处，解决轮灌
周期长问题

入户心得体会篇二

年入户是指每年在家中为祖先设宴，报告祖先一年来的喜乐
悲欢，以示孝道的传统习俗。这是中国家庭中的一项重要文
化传统，其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对祖先的尊重和感恩，也是
家族凝聚力的体现。在这年复一年的习俗中，我们可以感受
到传统的力量和家族的温暖。

第二段：筹备年入户的辛苦和快乐

筹备年入户是一项繁琐而复杂的任务，但也是充满快乐和惊
喜的过程。首先，我们要准备丰盛的食物和美味的菜肴，这
需要提前购买原料、准备材料和烹饪食物。其次，我们要整
理家庭的财务和生活情况，以便向祖先报告。最后，我们要
布置宴会场所，使之温馨而庄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付
出很多汗水，但也会因为家人的团聚和共同努力而感到快乐
和满足。

第三段：参加年入户的经历和感受

参加年入户是一种独特的仪式，充满了庄重和神圣的氛围。
当家人们手持香烛，诚心诚意地向祖先行礼的时候，我们会
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敬畏和崇敬之情。在向祖先报告一年来的
喜与忧、得与失的时候，我们会回顾过去，思考未来。这一



刻，我们不仅是个体，更是家族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和未
来都与家族息息相关。这样的感受让我们更加珍惜家人之间
的情感和联系。

第四段：年入户的意义对我们的影响

年入户不仅是一种传统习俗，更是一种教育和引导。通过这
样的仪式，我们可以加深对父辈和祖先的感恩之情，培养我
们的孝顺之心。同时，年入户也是对自身的回顾和反思，它
提醒我们珍惜现在、规划未来。这种仪式对我们的成长和发
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们学会珍惜亲情和传承文化。

第五段：年入户的延续与发展

年入户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该得到传承和发展。尽管
现代生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我们仍然要保留这样的仪
式，使之成为我们家族的传统习俗。同时，我们也要发展年
入户的形式，使之更加贴近现代生活，更有意义。比如，我
们可以在报告祖先的同时，向父母和长辈表达我们的感谢和
尊敬；我们可以通过年入户的形式，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沟
通和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年入户这一传统延续下去，
并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发扬光大。

总结：年入户作为一种传统习俗，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
化价值，也对我们的思想和人生观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在未
来的岁月里，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发扬这一习俗，使之成为家
族及社会的宝贵财富。通过年入户，我们将更加珍惜亲情、
传承文化，使家庭更加和谐、社会更加美好。

入户心得体会篇三

基层干部入户走访对于做好群众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不但能
了解基层实际情况，磨练工作意志，还能增强自身责任感和
使命感。那么，如何使“入户走访”深入推进、发挥效应呢?



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三到”，即“眼到”、“口到”和“心
到”。

入户走访要“眼到”。先观察：走访户情况千差万别，观察
好环境心中有预判，说话询问才能有所侧重。调查前要观察
户主衣食住行基本情况，注意区分“富裕户”、“一般户”、
“贫困户”、“低保户”、“空巢老人户”、“留守儿童
户”等不同类型，做到心中有数，有侧重的谈论他们最关心
的问题。这样既能加快走访进度，又能做到有的放矢。

入户走访要“口到”。多动嘴：当好政策法规的宣传员，做
好上下工作的沟通员。很多政府的政策不是制定不好，而是
宣传不到位，造成许多政策最终打了折扣。针对基层群众关
心和常用的政策，首先要心中有数，然后要做好宣传，做好
沟通。广大群众对低保户申请，新农村合作医疗，残疾证、
准生证的办理等较为关注。入户走访可以印制相关材料，也
可以口头解答，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

入户走访要“心到”。抓落实：走访记录的问题写在走访记
录本上，记在民情日记里，不如记在干部自己心里，落实到
今后的行动上。群众反应的问题正是我们工作的努力方向，
群众提出的疑问正是我们宣传普及的重点。走访过后，并不
意味着工作的结束，而恰恰是下一步工作的开始。走访是发
现问题，而解决问题和落实政策才是最终目的。能当场解决
的应当场解决，如果超出能力和职责应当上报解决。有共性
的问题应该集中解决，发现的漏洞应该总结汇报。

入户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段：引言 (词数：200)

当年入户政策实施多年之后，参与者纷纷对其体会与心得进
行总结。本文将从个人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改善、社会地位
提高三个方面，探讨年入户政策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并分



析该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

第二段：个人收入增加 (词数：200)

年入户政策的实施使得广大农村人口能够迁移到城市地区，
参与城市化进程，获得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在城市工作和生
活的机会下，个人的收入明显增加，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通过进一步接受和提升自身的教育、技能和经验，农村人口
在城市中获得了更好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机会，薪资待遇也得
到了提高。这些收入的增加，使他们能够拥有更高的消费能
力与更好的生活品质，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农村的贫困状况。

第三段：生活水平改善 (词数：200)

年入户政策的实施不仅对农村人口个人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
也使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家庭成员在城市
工作和生活，得到了城市先进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福
利。与在农村时相比，他们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教
育资源，提高了健康水平和知识水平。此外，在城市生活中，
他们也能够更好地满足物质上的需求，提升生活质量，改善
居住环境。总体来说，年入户政策有效提升了农村人口的生
活水平，使他们在城市中过上了更加幸福、健康、高品质的
生活。

第四段：社会地位提高 (词数：200)

借助年入户政策，农村人口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参与并享受
到了城市的发展成果。他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充分融入城
市的一员。通过在城市中的工作和生活，农村人口的社会地
位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通过接触不同的工作环境和社会资
源，拓宽了人脉，增加了社会关系网络，提升了社会交往能
力和社会知名度。同时，他们能够接触到城市的尖端科技与
文化，提高自身素质和知识水平。这些因素的综合提升，使
得农村人口在城市中逐渐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更



多的尊重。

第五段：结尾 (词数：200)

年入户政策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人
口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个人收入的增加、生活水
平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农村人口有了更好的发展前景。
当然，入户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管理和服务不到位、城
市资源分配不均等。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年入户政策对个人
和家庭的正面影响。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政府能够更加重
视改善这些问题，进一步完善年入户政策，使得更多的农村
人口受益，为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总结：通过年入户政策，农村人口的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
到改善了，并且社会地位也有了较大提升。然而，仍需持续
关注该政策的完善以解决一些问题。

入户心得体会篇五

20xx年4月10日，我们利用双休时间再次因为“扶贫”走进农
村。繁杂的数据统计，崎岖的盘山公路，开始让我们一些瘦
弱的女教师不免有退缩和畏难情绪，但当入户全部结束后，
我们却没有了疲惫，没有了埋怨，有的全是感慨。

农村贫困新概念之一——老弱病残

我和同事共走访十家，走访之前在村委统计信息上了解到的
致贫原因大致有三类：因病，因学，因残。简单几个字让我
们读不懂“精准扶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有行走在山间，
探访到家中才真切感受到主席的英明决策，才体会到“贫困
乡亲”的举步维艰。

谭老已近六十花甲，但却在村里是一把好手，修公路，参农
保，他是宣传员，也是调解员；学技术，搞品改，他是先行



者，也是示范户；就连这次我们进村入户，他也是接到电话，
就立马来到村头迎接我们，并一直给我们当向导。就是这样
一个勤奋好学，豁达明理的老人，他却也是我们扶贫的对象
之一，因为他是一个病人，他还有病老婆和病孙子。09年他
被查出咽喉癌，据他回忆，对于他的病情，武汉，宜昌专家
会诊花了四个半小时给他作ct检查，会诊费用高达8500元钱，
确诊后手术治疗，现在处于维持期。陪伴我们走了三个小时
的路，我的腿都痛了，他却一直一瘸一拐，因为他的双腿膝
盖里长了“骨刺”，也必须手术治疗，已经联系好医生，让
他备好七万元钱去手术，现在正是春耕忙种时节，他舍不得
这大好时光，执意等秋收后再去，说耽误几天不着急。

从谭老的介绍中得知，我们见到他的情况不是最糟糕的，在
他的介绍下，我们来到另一家，老人正弯腰在地下寻找着什
么，我和他打招呼，他嘴里应着，却没有转过脸来，走近才
发现他双眼失明，想摸到地下的水管洗手，我赶忙帮他拾起
递到他手中，常人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可在他这儿就要摸索
半天。走近屋，他却忙不迭的吩咐老伴泡茶倒水，老伴体型
略胖，一看便知是善良人家，做起事来却是慢吞吞，原来患
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做事急不得，快不得。这样两个老人能
从田间地头刨出多大个来头呢，一年医药费就靠种点苞谷，
喂几头猪。

让人不忍心细看的是这家床前放着双拐，人却常年躺在床上，
大小便失禁的中年妇女，曾经她是家里的顶梁柱，虽是女儿，
因为是独生女，所以被招在家照顾父母双亲，几年前，丈夫
因病而亡，已近中年，能干的她只能再将就找一外地人再嫁，
现在老公年龄不仅大很多，且做事迟缓，大脑也是个不怎么
灵光之人，一天弯腰驼背，浑浑噩噩过日子。在了解记录他
的情况时，女人眼里满是泪花，能干要强的她要不是车祸，
她也一定会把家里打理得亮亮堂堂，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
可无情的病灾只能让她的后半生在板床上接受别人的怜悯。
我想，她的内心会比我更难过，所以我都不忍心多看她一眼，
也不想多说一句安慰的话。



其他贫困户也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但都一样因为
各种疾病让他们精神痛苦，行动不便，经济拮据。但我却有
一丝庆幸，这些贫困却不是因为懒惰，无知，更重要的是他
们的精神不贫困，相反却非常富足。

农村贫困新概念之二——精神富有

再说谭老，他跟我们讲起他的病情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就
是：我也不怕死，能做一天事，我就做一天事。如今的他，
有几百棵柑橘树，还跟随县的考察团到外地参观学习，为了
让儿子一家在外创业，老两口风雨无阻的带孙子在老家上幼
儿园。跟他相处的整个时间段里，他都是笑容满面，精神抖
擞。结束后从山上下来时，他一直陪我们走到没有岔路的地
方才停下来，但仍然坐在田坎边望着我们下山。从他身上，
我看到的不是贫穷，而是激情，快乐。

农村贫困新概念之三——感恩永驻

话说这么多贫困户，只有几家土坯房，这也是村里即将列入
整改对象。其余房屋全是屋内吊顶，外面刷白，统一做了房
檐。问及村民才得知，这是扶贫攻艰办的“房屋改造”工程，
一老爷爷说，这搞了蛮好哦，屋里格外亮堂，住在里面精神
都好些，感谢党的政策好。

入户心得体会篇六

市里开展党员入户走访群众的活动，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
从群众的角度出发，真切的帮助我们的群众解决问题。下面
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党员入户走访心得体会，欢迎
大家阅读。

社会在不断发展，我们公安工作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由单纯的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不再是高高在上等着群众来



报案，而是需要我们放下架子走出办公室到群众中去，宣传
政策，听取意见，收集信息。如何才能发挥走访的作用，真正
“听到看到”我们想知道的，通过几年的实地走访我体会到
入户走访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带着细心去走访，充分做好走访前的准备。干一件事情
要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不但要考虑到打算走访哪个村庄，哪
部分人，要走访的村庄大体情况，老百姓对公安工作的认知
情况，还要考虑到你走访的时节、时间等因素。每个村庄的
村民对公安工作的认知程度都有差异，而群众之间因年龄、
文化水平、与公安民警打交道的多少等因素又存在不同，所
以要事先了解要走访村庄人员的基本情况。走访时还要注意
是否是农忙时节，去的时间群众在不在家，方便不方便等问
题。我刚开始走访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在走访过程
中不是时间不对找不到人，就是群众不配合，致使工作上没
有大的进展。

二、带着诚心去走访，视群众为亲人。与人民群众打交道需
要诚心诚意才能换得他们的信任，我们在走访过程中，不要
把走访作为一项硬性的指标，带着不情愿的情绪去走访，这
样群众就会觉得我们摆架子，没有亲切感，就会对我们的走
访有抵触，轻者不会把真实的想法和一些重要信息向我们透
露，重者就会直接拒绝我们的走访。所以在走访时要带着诚
意和微笑，把走访群众当作“走亲戚”，把走访的群众当亲
人。与群众交谈时忌盘问式，忌夸夸其谈、目空一切式谈话，
要采用拉家常的方式，多请教多夸奖，让群众把我们当作自
己人，才能让群众“掏心窝子”，才能实话实说，有事敢说。

三、带着真心去走访，视群众的困难为自己的困难。人民公
安为人民，我们走访的目的就是深入群众去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然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所以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
要有一双观察群众疾苦的眼睛，有一颗为群众解决问题的热
心。今年四月，我在走访刘家坡村因病卧床不起的老人周某
时，得知她办理低保急需身份证但无法到派出所办理的情况



后，我立即回所带上照相设备到其家中为其采集照片，老人
不能坐立，而老人儿女嫌她太脏，气味难闻不愿帮忙，民警
只好自己动手把老人抱起依靠被子上，为其采集了相片，老
人激动地哭了，她的儿女也惭愧的低下了头。从此，我们在
这个小村走访时总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归结原因是群众
对公安民警的认知发生了质的变化。

四、带着爱心去走访，学会为人民服务。不要将走访刻板化、
教条化、单纯化，要做好结合文章。走访之前，认真考虑一
下你要走访的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如对于偏远的村庄，
群众来所办理户籍业务十分不便，我们可以在走访的同时，
代办户口手续、送二代证、宣传各项法律政策和受理户籍业
务咨询等。让群众真正在民警走访中得到实惠，他们才愿意
见民警，乐于接受民警的走访调查。只要我们有爱民之心，
就能在群众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群众就会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们才能将走访的目的落到实处。

在“深化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之初，古冶区委区政府要求
所有工作队员“沉下去”，要充分了解农村现状。我自认为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于农村、对于农民、对于农业，我
并不陌生。然而，在这次民意调查过程中，通过和他们接触，
我才发现，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通村公路的硬化、
小楼房的拔地而起、房前屋后环境的改善，农户电器的置办
等等，在这些物质的欲望满足之后，他们的所思所盼己上升
到了精神层面，所以说我并不真正了解他们。

通过走访调查，我深深体会到：要做好“三农”工作，必须
注重方式方法。具体到此次“深化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
就是要带着“五心”走访入户。

一是带着细心去走访，做到有的放失。走访入户前，我们认
真了解了全村的基本情况以及走访农户的类型、农户对党的
政策的知晓情况、农户对基层干部的认知情况等。



二是带着诚心去走访，做到将心比心。我们在走访过程中，
尽可能地到农户家中看一看、听一听，采用拉家常的方式，
以请教和夸奖的语气，重点了解他们对当前政策形势的了解
情况，家庭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对于各级党
委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设等，让群众“掏心窝子”，实话实
说。

三是带着真心去走访，切实排忧解难。走访过程中，我们不
乏碰到少数老百姓对我们开展的活动不理解、不配合，我们
总是视群众的事为自己的事，放下架子、沉下身子，和农民
打成一片;因人而异、力所能及地化解心结，解决困难和问题。

四是带着爱心去走访，做好结合文章。工作性质决定村委会
不可能有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发展经济，比如说修路、改水、
发电，但我们充分发挥了我们的工作优势，用爱心感化村民，
用诚恳的态度听取他们的意见，认真做好记录，并积极争取
相关部门的支持，主动为他们牵线搭桥联系。

五是带着责任心去走访，做到正面引导。在走访座谈时，我
们时刻注意谈话的方式方法，对老百姓反映的怨气不挖根问
底，对国家的政策能做解释的进行解释，对我们不能解决的
问题，答应一定向上级反映，尽量取得农民的理解，避免造
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和引发新的上访事件。

在入户过程中，我们对一位退休在家的老党员进行了一天的
追踪，这位老党员就是韩志顺，曾经是唐家庄矿井运区区长.
退休后在汇丰集团焦化厂参加工作，常常关注党和政府对基
层新制定的一些政策，闲暇之余，他还经常和村中其他几位
老人扭秧歌，唱歌，谈话，我们也希望这些为国家奉献青春
的老人都能够安享晚年的幸福时光。我们还对该村的饭店老
板郑友存和创业青年张坤进行了专题调研，针对他们的创业
现状和意向，对他们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向他们宣讲了当前
我区全民创业和小额担保贷款相关的政策，还为他们壮大产
业发展规模、规范产业管理、提供就业信息等方面提出了建



议。

结合新农村建设，倡导文明新风。在座谈会上、在入户走访
时，我们结合“文明家庭”“平安家庭”创建工作，广泛倡
导文明新风，对农户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状况进行督办，并
根据各个家庭不同地卫生情况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农村工作错综复杂，包罗万象。通过近两个月的工作，不仅
让我更多地了解了当前农村的一些情况，更重要的是让我在
活动中发现了不足，对自身价值有了一个更加客观的评价和
准确的定位，增强了自身努力学习的信心和毅力。作为工作
组的成员之一，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勤于思考，积极
拓展思路，结合该村实际，因地制宜，合理的进行产业结构
调整，办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切实为民解难。

在“三万”活动之初，兴山县委政府要求所有工作队员“沉
下去”，要充分了解农村现状。我自认为生在农村，长在农
村，参加工作以后又在乡镇工作了20xx年，对于农村、对于
农民、对于农业，我并不陌生。然而，在这次民意调查过程
中，通过和他们接触，我才发现，原来在我离开乡镇工作岗
位后的这几年，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通村公路的硬
化、小楼房的拔地而起、房前屋后环境的改善，农户电器的
置办等等，在这些物质的欲望满足之后，他们的所思所盼己
上升到了精神层面，所以说我并不真正了解他们。

通过走访调查，我深深体会到：要做好“三农”工作，必须
注重方式方法。具体到此次“三万活动”，就是要带着“五
心”走访入户。

一是带着细心去走访，做到有的放失。走访入户前，我们认
真了解了全村的基本情况以及走访农户的类型、农户对党的
政策的知晓情况、农户对基层干部的认知情况等。

二是带着诚心去走访，做到将心比心。我们在走访过程中，



尽可能地到农户家中看一看、听一听，采用拉家常的方式，
以请教和夸奖的语气，重点了解他们对当前政策形势的了解
情况，家庭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对于各级党
委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设等，让群众“掏心窝子”，实话实
说。对于有些村民当面不愿说的话，在“三万”活动初期召
开群众会时，我向所到的几个组的全体村们公布了我的手机
号码，希望能听到他们真实的声音和期盼。或许就是这一小
的举动，很多村民向我打电话，和我诉说一些家长里短，向
我反映一些困难和问题。

三是带着真心去走访，切实排忧解难。走访过程中，我们不
乏碰到少数老百姓对我们开展的活动不理解、不配合，我们
总是视群众的事为自己的事，放下架子、沉下身子，和农民
打成一片;因人而异、力所能及地化解心结，解决困难和问题。
在走访调查期间，我们向该村妇女发放维权指南、家庭教育
宣传手册等资料800余册;筹资xx元对10个困难家庭进行了走
访和慰问;对全村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生存现
状以座谈、访谈等形式进行了深入调研，目前正在撰写调研
报告。

四是带着爱心去走访，做好结合文章。工作性质决定妇联不
可能有大量的资金来支持村委会发展经济，更不可能为他们
修路、架桥、改水，但我们充分发挥了我们的工作优势，用
爱心感化村民，用诚恳的态度听取他们的意见，认真做好记
录，并积极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主动为他们牵线搭桥联系。
在入户过程中，我们对该村的创业妇女赵小琼和创业青年冯
立进行了专题调研，针对他们的创业现状和意向，对他们给
予了高度肯定，并向他们宣讲了当前我县全民创业和小额担
保贷款相关的政策，还为他们壮大产业发展规模、规范产业
管理、提供就业信息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结合新农村建设，
倡导文明新风。在座谈会上、在入户走访时，我们结合“文
明家庭”“平安家庭”创建工作，广泛倡导文明新风，对农
户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状况进行督办，并根据各个家庭不同
地卫生情况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五是带着责任心去走访，做到正面引导。在走访座谈时，我
们时刻注意谈话的方式方法，对老百姓反映的怨气不挖根问
底，对国家的政策能做解释的进行解释，对我们不能解决的
问题，答应一定向上级反映，尽量取得农民的理解，避免造
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和引发新的上访事件。

农村工作错综复杂，包罗万象。通过近两个月的工作，不仅
让我更多地了解了当前农村的一些情况，更重要的是让我在
活动中发现了不足，对自身价值有了一个更加客观的评价和
准确的定位，增强了自身努力学习的信心和毅力。作为工作
组的成员之一，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勤于思考，积极
拓展思路，结合该村实际，因地制宜，合理的进行产业结构
调整，办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切实为民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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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心得体会篇七

为加强我们干部与农民群众的沟通，搭建我们之间的桥梁，
了解新农村农民生活中的困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有利于我
们今后更好的工作，我县开展了“万名干部下乡进村入户大
走访”活动，看似简单，但任务极重。我满怀激情地走上了
去往xx镇xx村里的路上，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锻炼的机会又是
一次挑战。

记得刚走访的第一天，我到了xx村支部书记家与他聊了半天，
谈了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曾书记赞同的说“好啊，上级部
门对我们农民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呀，让你们深入基层真正
了解群众的困难，反馈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我们村今后
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于是曾书记利用村喇叭广播了广播，
说明了我这次走访的目的，这对我后来在村农户家里了解情
况起了很大的作用。

转眼间，活动开展已经有半个多月，回顾半个多月的走访过



程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顶着风，冒着雨，披星戴月，流过
汗，时不时受到群众的不理解，看他们那毫无表情的脸，有
时甚至感到很委曲。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在走访过程中，真
正了解他们内心的苦，听到他们的实话，加上我对有关惠农
政策的讲解，通过实实在在为群众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群
众观念发生了改变，由不理解转变到理解，由不欢迎转变到
热情主动，甚至有的盛情挽留让在他家吃饭，听取他们的心
声，取得了大多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
迎。在走访过程中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在走访的过程中，看到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还相当艰苦，
特别是一些家庭，因病因残导致家庭贫困的现实，感到十分
的不安和内疚，在走访中都一一进行了了解和记录，并解决
了一些具体问题。

二是要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
如新江村曾星星同志想办一个养殖山鸡场，但对创业起步资
金的合理预算及今后的管理经验一无所知，我主动与县创业
培训班的贾老师进行了联系，给他拿回了创业的有关资料，
供他参考并给他留了有关电话，和他说在今后的创业路上有
什么困难还可找我帮忙。

三是要调整好心态。在走访中，要争做百姓的贴心人，做群
众的好朋友，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朋友，以诚相待，以
理服人。

四是要改变工作作风。这就要求我们联村干部要在宣传有关
政策中、调处矛盾纠纷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耐心，要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一遍不行，我们讲二遍，讲十遍；一次不在
家，走两次，我们就是用这种精神，耐心去打动群众的心，
顺利完成工作。

五是要端正学习态度。在村工作直接面对农民，涉及方方面
面的工作，加强学习很重要。要认真学习掌握党在农村的各



项方针政策，学习有关城建、土管、计生、村级组织建设、
村级财务管理、信访、安全管理、种植、养殖等方面知识，
才能在政策法规宣传、组织建设督导、民-主制度监督、矛盾
纠纷化解、富民强村服务等工作中发挥作用，开展农村工作
才能游刃有余。

六是要积极拓展新思路。农村工作错综复杂，包罗万象。在
工作中，我们要勤于思考，对各方面的问题要充分考虑，建
议和方案一定要符合本村实际。在新江村走访中大多数村民
有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种养业方面的想法，下步我们要结合
新江村实际，因地制宜，合理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七是要做到勤快。要多走访，多调研，多到第一线去了解村
情民-意，从而对症下药，制定对策，帮助解决问题。

这次走访后的赶触太多太多，有苦有甜，对那些生活条件较
好的农民我替他们高兴，可是那些困难的群众让我感受到了
自己今后肩上的责任，这时刻鞭策我要不断的努力和学习，
在党和人民的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教育工作
中发挥自己的余热。

入户心得体会篇八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年人或者有孩子的家庭开始选择住
家入户这种方式解决照料问题。这种方式一方面方便了照料
方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面向。但是，住
家入户也有自身的优缺点。本文将结合我自己的经验，分享
一下住家入户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住家入户的好处

住家入户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因为照料方是和被照料方住
在同一个房间里，无论是生活起居还是照顾问题出现时都十
分及时方便。不仅如此，住家入户还能够提供一定的陪伴功



能，这一点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此外，住家入户可以
解决照料方的宿舍问题，减轻物质压力，有更多的空间和时
间提高生活质量。

第三段：住家入户的不足

住家入户最大的不足在于照料方的私人生活可能会受到影响，
隐私指标可能不够高。因为照料方必须和被照料方住在同一
个房间里，例如晚上上厕所时出门或洗澡时必须考虑别人的
感受。另外，照顾行为需要做到没有疏漏更加的细心，有时
候会让照料方感到压力过大。

第四段：住家入户的选择方法

了解住家入户的优缺点之后，大家需要有个合理的选择方法。
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需求，比如需要什么时候入住，需要什么
样的工作经验者。其次，找一个正规可信的中介机构，这样
可以避免无人认证或者一些不可预料的风险。最后，与工作
经验者建立起一份友好的关系，平时多沟通，注意交流，避
免出现不必要的矛盾。

第五段：总结

住家入户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可以方便照料方照顾被照料
方，但是也有相应的缺点。为了选择到合适的工作经验者和
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们需要清楚自己的需求，找正规可信
的中介机构，合理沟通交流。这样才能达到住家入户的最大
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