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级乡村振兴报告(精选5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定问
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镇级乡村振兴报告篇一

《绩溪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已于20xx年12
月经县委、政府研究出台，同时印发到各乡镇和县直单位。
今年我社根据《绩溪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文件精神，着手开展“三会”建设基础工作，完成第一次社
员代表大会代表摸底统计工作，并进行理事会章程、大会议
程等文件草拟工作，待市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召开后，启
动此项工作。

一是广泛开展调研，谋划工作思路。今年来，我社根据出台
的综合改革方案，围绕基层组织建设，深入乡村开展调研，
重点了解村级集体经济情况，产业发展态势及各村级发展意
愿等，通过调研，我社决定先在寺后、高杨等五村以村社共
建模式组建村级供销合作社，并指派专人指导，落实责任，
目前各村在积极推进，待今年村级组织换届后申请登记注册。
二是加强部门协调，推进基层社建设。我社积极与组织部、
农委、市监局对接协调，探索村社共建模式，争取部门支持，
不断推进工作。

今年新增专业合作社2个，增加经营网点3个，有效拓展了服
务平台。进一步加大指导服务力度，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快
速发展，社会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组织申报“新网工
程”项目，争取财政补贴资金55万元用于绩溪县黄高峰油茶
种植专业合作社100吨山茶油生产线项目建设和绩溪县临溪镇



设施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设施果蔬基地项目建设。

今年我社对社有资产经营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利用法律
手段对近几年房租拖欠进行清理，为防止社有资产流失。对
部分资产水电线路进行改造，确保安全生产，降低资产经营
成本。

今年我社与省社基层网络建设投资公司对接合作，拟建绩溪
县农产品物流中心和仓储冷链设施。目前就项目积极跟进。
今年5月我社到x供销社学习考察农药集中配送体系建设，向
分管领导提交学习考察报告，积极与县农委、环保局协调对
接，强力推广我县实施农药集中配送x模式，力争将农药集中
配送体系建设纳入（20xx-20xx）新安江生态保护补偿资金项目。

镇级乡村振兴报告篇二

五村村位于小河镇中心地段，该村距圩镇1公里，s454省
道、x064县道穿境而过，交通便捷。全村有10个村民小
组，676个居民户，2703人，党员38人，20xx年人均收入6000
元，是一个以生产蔬菜、水稻为主的农业村。自开展新农村
建设工作以来，我镇重点围绕“产业引领、文旅结合、秀美
乡村”三个关键词，着力在五村村打造乡村振兴小河样板。
现将我镇五村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抓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我镇严格按照“七改
三网”、“8+4”建设要求，重点抓三个方面。一是村组道路
建设工作。现完成建设点周边入户便道整平路基300平方米。
同时硬化广场铺贴400平方米，路基平整回填碎石1480平方米，
改水沟500平方米。二是环境整治亮化。下卫、中间屋等建设
点上所有空心房、牛栏、厕所已全部拆除到位；已完成外墙
粉刷5000平方米，外墙漆已完成7500平方米，铺盖琉璃瓦300
平方米，砌挡墙90平方米，回填绿化种植土450平方米。三是
抓庭院美化工作。组织民工出工清理路边柴草、垃圾300余堆，



购置垃圾筒10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五村村最想解决，
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打牢了五村村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发展基础，增强了发展能力。

目前，五村村乡新农村建设正紧张有序地向前推进。后续将
会添置文体娱乐基础设施，建设鱼塘等项目使阵地规范化建
设上档升级。

镇级乡村振兴报告篇三

为提高村（社区）干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能力水平，切实增强村干部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时代责
任，依托本职岗位为乡村振兴助力献策，从思想上重视乡村
振兴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接受更有针对性的培训教育，县
委党校于8月4日至6日组织部分村干部进行专题培训。

此次培训主要围绕“三个意识”教育、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乡村治理、农牧区基层党建工作、维护稳定、维护共产党员
的先进性纯洁性、乡村产业发展等内容进行了专题培训，采
取了藏汉双语的解读方式进行。突出党性教育，通过党性教
育来全面提升、巩固村干部政治领悟力、政治鉴别力、政治
判断力，并对担当方面的片面认识进行了综合的纠正，不断
教育广大村干部在谋实事、创新业的过程中，坚持以党性锻
炼为基础。突出观念转变，以新的政策为依据，以身边典型
为实例，着力坚持思想转变这一重点，组织村干部看典型，
学习经验，相互谈体会、做交流，不断为乡村振兴工作注入
新的思想活力。突出主题强意识，开展“党员亮身份”活动，
为所有参加培训的村干部佩戴党徽，通过戴党徽来引导村干
部要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定力，牢记宗旨意识，强化初心使
命的责任，坚守原则底线，始终保持党员的政治本色。

大家表示：回到村中，将按照培训内容继续加强自身的学习，
强化担当意识，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切实为乡村振兴工作再
献新的力量，就像开展脱贫攻坚工作那样，积极参与、努力



奋斗，并发挥好“宣传员”作用，不断教育群众知党恩、感
党恩，坚定不移做到“两个维护”。

镇级乡村振兴报告篇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好!

首先，我先谈一下我对这份工作的浅薄认识，如有不妥之处，
请大家批评指正。

自八月份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快五个月了。这五个月是我
人生中的另一个转折，从离开学校到步入社会，融入新的工
作环境，并且深入到群众生活中。深刻意识到乡镇各部门的
重要性和干部的职责所在。我们的工作之所以没有周末，没
有固定的时限，就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比其他，是需要
面对面和农民群众沟通交流。群众没有周末，我们就没有，
群众什么时候有困难，我们就第一时间帮他们解决，我们身
处这个岗位，就应该以身作则，即使社会洪流再汹涌，我们
也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不被席卷，不被冲垮。纵然自身力量
太微不足道，但是坚持自己该坚持的，并且时刻清醒，不能
麻木于现实。这是我时刻提醒自己并且努力去做的。

步步融入正常的工作氛围，努力使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熟悉
工作环境，并且担任起交于自己的工作任务。

在日常工作中，首先，我时刻不忘理论学习，坚持走到哪学
到哪，不断搜集与工作实际相联系的书籍报刊，比如《半月
谈》、《甘肃日报》等等，努力了解当前国情和最新政策，
学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的发展观、法律、政治
等方面知识，不断拓宽眼界，提高理论素养，其次，注重理
论联系实际，把理论实践相结合，虚心向领导学，向身边的
同事、群众学习，不断提高工作能力。



在这半年的具体工作中，我深刻认识到乡镇工作需要具
备“细心、耐心、爱心、责任心”。在刚开始工作，参加的
党代会和人代会筹备工作中，细心核对每一份资料，完成每
一份文件，加班加点到半夜。作为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
觉得倍感荣幸。学会了很多东西。首先从资料的收集整理来
说，让我系统的完善了办公软件的应用，对以后的工作有了
很大的帮助。并且认识到人民代表的神圣使命，肩负着人民
的期望，同时也让我对自己的工作满怀希望和责任感。

火如荼。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街
区周围环境整治活动，将沿街乱摆乱放摊点全部有序的排放
在综合市场，将集市中的摊点全部登记信息，编号划分区域
排列。在街区划定专门停车位，禁止了车辆乱停乱放现象。
经过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街区市场井然有序，街道车辆摊
点摆放整齐，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不断上升。因此，加强
城市管理，是一项顺民意、得民心的好事。

现在，主要负责的是上刘村的养老保险收缴工作。养老保险
是我党为民办实事的又一体现。是为了逐步解决城乡无养老
保障居民的老有所养问题。在下村挨户收缴工作中，耐心为
村民讲解政策，解答疑惑，让村民更清楚的了解到养老保险
制度是一项惠民政策，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缴费工作中来。
帮助村民填写表格，做到票证相符，金额无误。经过我们不
懈的努力，使得我所包的上刘村应参保人数为 1950人 ，实
参保人数为10_人 ，参保金额达到 75940元。虽然这项工作
还有待完善，但是我们会继续加强力度，齐心协力，保证完
成任务。

由于工作时间不久，所以难免会有很多不足和待完善之处，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脚踏实地，不怕做难事，不怕做
小事，提高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高自
己。就像郭镇长的签名一样：“不求风风火火、轰轰烈烈，
但求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镇级乡村振兴报告篇五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龙里县坚持“全员、精准、
有效”培训思路，在培训内容、资源、方式、制度管理上推
陈出新，提升干部能力素质和实践本领，着力打造一支素质
优良、能力突出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20xx年8月以来，举办培训16期，培训镇
（街道）干部、村（社区）“两委”成员、乡村振兴第一书
记和驻村干部等1762人次，实现农村基层干部培训全覆盖。

注重培训内容针对性。认真思考“学什么”的问题，打造政
治过硬、本领过硬的干部队伍。一是必讲政治。把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培训首课、主课、必修课，切
实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教育，筑牢农村基层干部政治定力、政
治责任。二是必学政策。将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帮扶
等政策作为培训重要内容，强化农村基层干部政策运用和落
实能力，推进工作落实、提高服务水平。三是必懂业务。聚
焦中组部10+n课程要求，围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乡村治理、
农村改革、乡风文明建设等，充分挖掘地方资源，选聘本地
师资组织开发“龙里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龙里县乡
风文明建设”等15门特色课程，宣传地方经验做法，提升认
同感和自豪感。

注重培训资源优质性。认真思考“谁来讲”的问题，多措并
举化解培训师资短缺难题。一是外请优秀教师。充分利用东
西部协作优势资源，邀请广州师资开展“乡村产业发展中的
取与舍”“全方位打造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等教学；邀请省
委党校、省内高校、省州业务部门专家教授40余人次到龙里
为参训学员作“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贵州省农村集体
经济模式和案例分析”等课程辅导，用他山之石攻龙里之玉。
二是选聘本地良师。围绕部门业务，结合领导干部上讲台，
从县民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等选聘15名实践
经验丰富、专业能力突出的兼职教师充实县级培训师资库，



达到以讲促学、学用相长目的。三是走出县域拜师。优选省
内外知名高校承办培训，带领农村基层干部走出县域开拓视
野，先后组织乡村振兴第一书记、致富带头人、村（社区）
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等380余人到江苏南京、贵阳等地开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专题培训，汲取先进工作经验和创新做
法。

注重培训方式多样性。认真思考“怎么学”的问题，围绕农
村基层干部特点和实际需要，创新培训模式，提升培训效果。
一是实地走现场听。组织学员760人次到湾滩河农业示范园区、
龙湖花海“村社合一”示范基地等乡村振兴现场教学点实地
观摩学习，启发工作思路，激发比学赶超动力，提升培训实
践性、实效性。二是云上学线下练。依托贵州省党员干部网
络学院、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等载体平台覆盖面广、灵活便捷
优势，组织学员在线学习。20xx年以来，组织农村基层干
部5000余人次同步参加大讲堂学习。对新选派乡村振兴第一
书记和驻村干部采取线下“1+1”老带新结对帮扶实战训练，
让学员在实战训练中准确把握工作要求、工作标准，提升履
职能力。三是小课堂大讨论。将研讨交流设置为培训的重要
环节，作为干部互相启发、取长补短，拓展工作思路的重要
途径。将参训学员分小组围绕授课内容组织开展小课堂研讨，
学员结合工作实际、培训收获，作一次深入研讨交流，其他
学员互动点评，小组研讨成果在班级分享，提升学员学习参
与度。

注重培训制度保障性。认真思考“怎么管”的问题，良好的
学习风气离不开制度的保障。一是建立健全制度。先后出台
《龙里县干部教育培训统筹管理办法》《关于再次重申培训
纪律从严管理干部的通知》《关于严肃干部调训管理要求的
通知》等文件，严格干部培训纪律，通过制度管学管人，保
障培训质效。二是压实纪律责任。培训主办单位、协办单位、
学员选派单位明确责任分工，训前组织制度学习，讲清培训
要求；训中强化监督管理，适时抽查培训纪律；训后开展测
试检验，掌握学习态度和成效，不断筑牢干部培训纪律意识。



三是强化结果运用。注重督促考核，将学员培训表现情况与
选派单位党建工作成效考核挂钩，同时作为干部年度考核、
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对违反调训纪律的学员严格组织处
理或党纪政务处分。相关制度出台以来，有1名学员因违反调
训纪律受到政务处分、1名受到诫勉谈话、1名受到全县通报
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