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物资帮扶活动总结(汇总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那么，我们该怎
么写总结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
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物资帮扶活动总结篇一

为进一步弘扬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孤寡老人感受到
党和妇联娘家人的关心关爱，12月15日，米脂县妇联**吕晓
宁、副**艾侠一行前往杜家石沟镇党坪村慰问孤寡老人，实
现了真正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献爱心、送温暖的目的。

慰问中，吕晓宁一行深入走访慰问3名孤寡老人，每到一户吕
晓宁与老人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家庭情况、身体
状况、存在哪些困难。并特意叮嘱老人：“天气寒冷，在使
用煤火取暖时，要注意保持屋内通风，避免煤气中毒事件发
生，多注意身体健康，有什么事和需要多跟妇联联系、沟通。
”随后向老人送上了米面油慰问品，老人们都非常感动，纷
纷对妇联的关心深表感谢。

此次慰问，不仅为孤寡老人带去了物质上的帮助，更为她们
带去了精神上的慰藉，让她们切实感受到了来自妇联娘家人
的关心关爱和温暖。县妇联作为为广大妇女儿童服务的组织，
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常态化帮扶各类困境妇女儿童、孤寡
老人，让她们有依靠感、归属感，切实增强妇联组织的向心
力和影响力，使妇联组织真正成为深受广大妇女信赖和热爱的
“温暖之家”。



物资帮扶活动总结篇二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2022年04月28日曼安村小组
发生新冠疫情病例以来，勐哈村委会为了控制疫情扩散、打
好防控这场战役，第一时间组织各村小组民兵投入疫情一线，
民兵队员们舍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主动请缨、“逆风”
而行，陆续赶赴曼安小组“前线”，不分昼夜地坚守在岗位
上默默付出，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共渡时艰，
誓要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战。

勐哈村委会及各村小组党员干部组织村民做好村内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并利用广播、微信等方式宣传村民积极参与曼安
小组疫情防控爱心捐赠物资活动，为保障在疫情前线的工作
人员及封控区村民的衣食住行。

各村小组党员干部们把村民捐赠蔬菜、米面油盐、调料等生
活物资，分类好统一装车运送到曼安村小组以此来表达对一
线值守的同志的感谢与慰问。

村民们在捐赠物资时纷纷说道：“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
疫情防控成员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平安奉献他人，不分昼夜
守护村民的平安健康，为广大人民群众筑牢一道防线，虽然
我们无法在一线抗击疫情，但是我们心系一线人员，今天我
们向奋战在一线的人员表达崇高的敬意，并以实际行动为共
战疫情尽一份绵薄之力。

物资帮扶活动总结篇三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根据《_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
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
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等
文件要求，扎实开展“控辍保学”工作，提高义务教育巩固



率，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以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_打赢扶贫攻
坚战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将控
辍保学作为教育脱贫的关键和基础，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
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公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

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以建档立卡等
贫困人口（含非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农村
低保家庭子女、农村特困救助供养人员子女、留守儿童、单
无亲家庭子女）为重点，全面提升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义
务教育入学率达到100%，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到100%。

（一）广泛宣传，依法控辍

各校要联合当地乡镇政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广泛开展
《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的宣传，提高社会和家庭对保障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
义务教育的法律意识。对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未依法送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学
校要及时书面报告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市教育局，并配合政
府部门做好劝返复学工作，责令限期送子女入学。

（二）加强监管，制度控辍

1.报告制。各校要加强学生管理，随时掌握学生在校情况，
对未到校生要及时追踪去向、追查原因；对48小时未到校又
未履行请假手续的学生，立即向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市教育
局报告。

2.台账制。各学校对辖区内适龄儿童少年就读信息底数要摸
准确，尤其是在外地就读的学生，要明晰去向、佐证有力。
目前已辍学的，要依法依规想尽一切办法动员入学，确保零



辍学。

3.月报制。自20xx年5月起，控辍保学工作实行月报制。各校
每月25日前要向市教育局基教科上报相关情况，无辍学情况
实行零报告制。

（三）提升水平，质量控辍

各校要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学校管理
标准》，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的课程，
合理安排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体育锻炼时间、在校活动内容
和家庭作业，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心理负担，消
除学生厌学的心理障碍。要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乡村
少年宫、留守儿童之家的作用，利用“课后托管服务”积极
开展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确保中
小学生健康成长。积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推行先进的教学
模式，积极开展启发式、参与式教学，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吸引力，确保
中小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

（四）落实资助，扶贫控辍

认真维护建档立卡学生资助管理系统，落实我市精准扶贫政
策、营养改善计划和贫困家庭资助政策，把建档立卡等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作为脱贫攻坚重点对象，特别是把残疾儿童、
残疾人子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留守儿童等作为重中之
重，坚持优先帮扶、精准扶贫，切实提高扶贫成效，进一步
完善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制度。各校要针对家庭经济特殊
困难学生，按照“一生一案”制订扶贫方案，统筹各类扶贫、
惠民政策，确保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辍学。

（五）强化师德，情感控辍

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到乡村从教。各校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尊重、关
心、爱护学生，强化对学生的发展性评价、多元评价，要把
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作为控辍保学的重点任务，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切实增强学习的自信心、有效性和获得感，用
情感感化学生、留住学生。

（六）依托系统，规范管理

各校要维护好学籍管理系统，规范中小学学籍信息化管理，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学校对学生变动情况要登记造册，详细
核实和记录相关情况，做到转入、转出、休学、复学、辍学
等变动情况清楚，相关证明材料齐全，手续完备。学校每学
期要对辖区内学生的变动情况也要进行统计，并进行分析，
对有辍学倾向的学生和已辍学、小学毕业后未升入初中的学
生要及时跟踪调查，了解其辍学原因、辍学去向、思想动态
及监护人的意见，认真做好家访和已流失学生的劝返动员工
作，防止其受不良因素诱导、胁迫、蛊惑，加入黑恶势力团
伙，扰乱社会秩序。

（七）落实责任，健全机制

进一步完善“双线控辍”责任制。即乡镇政府与包村领导、
包村领导与村两委领导、村两委领导与村民为一条线；学校
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家长、学生家长与学生为一条线。层层
签订“控辍保学”目标责任书，落实工作责任。明确校长为
学校“控辍保学”的第一责任人，全体教职员工都担负
着“控辍保学”的重要责任，做到“四早”（早清查、早汇
报、早家访、早劝学）、“六到位”（领导到位、人员到位、
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时间到位、执行到位），努力提高义
务教育巩固率，确保零辍学。

（八）加强督查，严肃问责

政府教育督导室、教育局将控辍保学工作纳入学校年度工作



综合考核，并组成专项督查组，定时、不定时地开展专项督
查，对“控辍保学”做得好的学校，一要表彰，二要将好的
经验做法及时在全市进行推广。同时，对因领导不力、责任
不明确、措施不落实等造成辍学影响脱贫攻坚，将严肃问责。

物资帮扶活动总结篇四

疫情无情人有情，20**年7月20日，在城区领导的倡导和号召
下，工商联精心组织爱心企业捐赠防疫物资，在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的关键时刻以实际行动支援防疫一线、践行社会责任。

江南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代表城区政府接收了捐赠物资并对
爱心企业表示感谢。中心党组书记罗德安同志表示，爱心企
业在当前特殊时期送来了急需的物资，携手同心、共渡难关，
这一良善之举为一线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更加坚定了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心和信心。

自7月20日起，机关后勤服务中心积极主动对接各街道办，为
辖区内各核酸采样点、村社区和疫情防控卡点送去爱心企业
所捐赠的`防疫物资，切实落实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用积
极的行动和满满的爱心，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表达
敬意。

物资帮扶活动总结篇五

为贯彻落实《_义务教育法》、《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皖政
办【20xx】3号）。进一步做好全镇控辍保学工作，让每一位
适龄学生，特别是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困难
厌学学生，确保读完九年义务教育，结合我镇教育工作实际，
制订本实施方案。

劝返以往的，留住现在的，控好未来的，保障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一个不能少，其他学段无一例因贫辍学学生。



谁的学生谁负责，谁的学生谁劝返。

1、未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已辍学的少年儿童。

2、有辍学苗头的学生。

1、初中学段的学生，特别是八、九年级学生。

2、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3、残疾儿童少年学生。

控辍实行单位一把手负责制，采取“四包”责任制，即中心
学校人员包学校、学校班子成员包年级、班主任和任课教师
包学生、学校联合行政村包家长。层层分解任务，人人压实
责任。

健全和完善“8项”控辍制度。即“适龄儿童摸底登记制度”、
“学生入学司法公证制度”、“学生变动即时报告制
度”、“学困生帮教制度”、“辍学生劝返制度”、“人籍
核查制度”、“学校和行政村联防联控制度”、“控辍保学
工作奖惩制度”。制度保障，精准控辍。

1、宣传控辍。通过“告家长一封信”、家长会、班会、广播、
壁字、标语横幅、宣传栏等多样形式，做实宣传工作，使义
务教育一个不能辍学的政策深入人心，不读完义务教育就没
有出路，辍学可耻、人人皆知。分月编印《控辍保学简报》。

2、招生控辍。做好适龄儿童摸底登记工作，落实义务教育免
费就近入学招生政策，教师包到每一个适龄儿童动员入学，
对特殊情况儿童，依据政策采取对策，保障每一个适龄儿童
都有相应的学位。

3、均衡控辍。落实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同步改善，加大优质学



校帮扶薄弱学校的力度，进一步均衡镇域内教育资源配置，
加快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优化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提升偏远学校的办学水平，保障每一位适龄儿童享受
教育均衡发展的红利，接受公平的教育。

4、质量控辍。落实《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全面育人，
全面提质，全方位提升管理水平。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
不随意加深课程难度，增加课时，学科监测要以基础知识为
主，按课标的要求，不出偏、难、怪题，不以分数给学生
贴“差”的标签。改进教学方法，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对学习困难学生，因材施教，强化发展性评价，多元评价，
激发学习自信心。以“五好”教育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校
园文化艺术活动和综合实践活动等，激发学生兴趣，提升学
校吸引力。

5、扶弱控辍。聚焦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儿童、
残疾人子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留守儿童，对他们采取“一家一案、一生一案”，开展“谈
心”新举措，精准帮扶、应助则助、有效关爱，义务教育路
上一个不能少，其他学段不得有因贫辍学现象。对能在普通
中小学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少年纳入随班就读，重度残疾儿
童少年与特殊教育学校联系，督促他们采取送教上门等服务
措施，确保残疾儿童受教育“全覆盖”。

6、融合控辍。积极促进职业教育内容引进初中教学之中，通
过开设职业技术课程，为中职招生打下基础，提供多种成才
渠道，使他们升学有基础，就业有能力，有针对性地防止初
中生辍学，确保读完义务教育。

7、守规控辍。控辍保学任务艰巨，严禁人为工作失误造成辍
学，不得拒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不得因教育教学管理
行为不当造成辍学，不得因贫未受到及时资助而辍学，不得
因学习困难、厌学未得到及时关爱纠正而辍学，不得因故让
学生回家反省或劝退、开除学生导致学生辍学，不得人籍不



一、空挂学籍，技术性造成辍学。

8、绩效控辍。中心学校推行义务教育以“学困、厌学生转
化”方式考核绩效，以班级为单位，以学年度为节点，以学
年初在班人数为基准，以每生各科学业水平测试（学校科学
真实测定）综合成绩为考核基础，用班级各科学业水平测试
综合成绩后20%的学生（定数、定名）考核教师绩效，每转
化1名学困、厌学生进入80%的行列，给予相应积分。流失1名
学生，一票否决，同时，转化的学生不予积分，并给予相应
处理。

9、督查控辍。实行乡、校二级督导巡查机制，中心学校每学
期两轮控辍保学工作督查。学校对控辍保学工作每月要进行
一次自查，督查结果作为控辍保学奖惩依据。

10、奖惩控辍。中心学校每学年将对控辍保学工作中成绩突
出的单位和个人实施奖励，对工作不力、效果不佳、影响教
育扶贫和全镇教育工作大局的单位和个人严肃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