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给驻村干部的感谢信可以寄到乡镇
领导吗 给驻村干部的感谢信(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给驻村干部的感谢信可以寄到乡镇领导吗篇一

邓永长：

“你驻村以来，天天走村串户，与群众心连心，经常和群众
座谈，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与村支‘两委’沟通，对群众
的困难用心办、用情办、用力办。你走访村里的村五保户、
高龄老人、留守儿童时经常50元、100元不等地献爱心。你经
常到民政部门为特困户、留守儿童、计生困难户等申请困难
补助……”近日，盘县四格乡水塘村驻村干部田用收到的一
封落款为“水塘村人民”的感谢信，这封感谢信表达了水塘
村村民对他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感谢之情。

田用曾在西藏当兵20xx年，做了20xx年的炊事班班长，练就
一手好厨艺，拥有高级烹调师资格证。复员时，曾有很多有
名的酒家欲高薪聘他当大厨，都被他婉言谢绝。

田用在民情日记本的首页这样写到：“人的一生可贵的，不
是你能拥有多少，而是你有多少能让人们拥有。”正是基于
这种人生信条，今年3月，他毅然选择到边远的水塘村驻村，
成为一名同步小康驻村干部。

“驻村并非进村，我们是来驻村的，不是来晃一圈就走人。
我要在这里驻扎下来，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从盘县民政
局到四格乡水塘村驻村的同步小康驻村干部田用一进村，便



向村支“两委”表明自己的态度。

水塘村距四格乡政府约26公里，交通不便，是一个偏僻贫穷
的少数民族村。为了解村情民情，田用一进村便入户走访。
他发现，水塘村有21人残疾，其中16人系重度肢体残疾，5人
为精神残疾，所有的残疾人都没有办残疾证，他一一记录，
每到一家，都从自己腰包里拿出50元或100元不等的现金捐给
他们。田用驻村以来，走访村民100余次，申请临时救助10余
次，争取扶贫资金8.1万元。

残疾群体中，最让田用同情的是高水兰一家7口人，其中2人
患精神病，4人聋哑，生活十分困难。田用记在日记里，想在
心里。几经奔波，在今年5月11日“世界助残日”，他邀请盘
县残联、盘县安宁医院的有关负责人来到水塘村为残疾人办
理残疾证，并给高水兰一家带来了5000元慰问金。9月20日，
他协调盘县残联、盘县第二人民医院等为四格乡村民办理残
疾证700余个，为群众节约开支近万元。此外，田用还用自己
的工资买棉被和裤子，送给村里的毛剑宏、毛会平、高德文
等残疾人。“田用来我们村后，帮我家争取到3000元资金，
解决了我家的大难题，让我儿子有钱看病，真是我们的大救
星啊!”水塘村74岁的村民罗成香动情地说。

田用的走访除给特困村民带来精神安慰外，更多的是为水塘
村的发展“把脉开方”。他根据水塘村的土壤和气候条件，
因地制宜，动员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村民
种植中药材200余亩，预计每亩可创收20xx元。今年7月20日，
田用组织村里全体网格员到坡上村考察高产玉米种植，并计
划明年在本村种植100亩。目前，已协调化肥100包，地膜100
斤。9月13日，田用购买了油菜种，免费发放给农户试种，试
种成功后将大面积推广。

田用还同村里的其他队员一起深入其他村了解民情民意，只
要一听说某村有特困户，他都要去看看。今年5月13日，本来
要去盘县普古乡学习的他，一听说四格乡俄力科村三组孙小



楼患肝癌晚期、妻子是残疾人、2个孩子不满7周岁这一消息
后，他先赶去看病重的孙小楼，并送上300元爱心捐助金，他
安慰孙小楼道：“我们会尽力帮助你，好好安心养病”。虽
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但却让孙小楼愁眉紧锁的脸上露出了
笑容。

给驻村干部的感谢信可以寄到乡镇领导吗篇二

今天是国庆节后我们第一天到村里，沿途路边到处可以看到
秋收后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家家屋前房后都堆落着金黄色莜
麦麦秸和玉米秸秆。

我们正在大队院里看公示栏，准备把大队的公示栏换一块新
的，再把框子重新粉刷一遍。这时看到何家营村民何继亮匆
匆的走进来，他手上拿着个信封走到我面前，边擦着额头的
汗边对我说：“刚才在街边广场上打场，老远就看到你们的
车子来了。这不我赶紧回家把信给拿过来，这是我儿子放假
这几天亲手写的感谢信，我不会写信，这是孩子写的，请转
交给你的朋友，替我和孩子谢谢他，也非常谢谢你们工作组。
”

何继亮今年40多岁，去年他不幸患上了肝癌，进行了介入手
术，因此家里欠了不少外债。村里那次义诊时，他和媳妇到
队里体检时找到工作组和我说了他家的情况。他自幼失去父
母，跟着姐姐长大，没有什么文化，在砖厂打过工，下过蔚
县煤窑，凭着干活有把子力气，岁数挺大才娶了媳妇。媳妇
一心一意过日子，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收下吧!

还给她生了儿子，虽然日子过得不是很富裕，但是自己挺知
足的。可是不幸偏偏又降临到他头上，不幸患上了肝癌。在
市附属医院接受了介入治疗，现在身体不能干重体力活，一
直在吃药治疗。孩子是这个家的希望，今年儿子上初中，想
到县里的学校去读书，看病欠了不少债，去县里读书学费就
没有着落了。何继亮跟我们交谈时，我看到这个坚强的汉子



眼里闪烁着泪花。虽然他没有提出需要我们怎样具体帮助，
但是他眼里流露出期盼的目光。

村里像他家这样经济有困难的太多了，我个人力量非常有限。
他走后，我心里一直惦记这件事。一直琢磨怎样能给何继亮
家提供些帮助。我想到了发动朋友来帮助，于是我把村民需
要帮助的事情发到了朋友圈里和qq群里，希望可以有人提供
帮助。在一次朋友聚会中，我又一次谈到了“何继亮的故
事”，我的一位同学事后找到我说想给何继亮的儿子提供资
助。在中秋节前，我将同学捐赠的元现金送到了何继亮的家
里，并附上同学给他家写的一封信。朋友在信中表示希望他
坚强的生活，孩子好好读书，虽然钱不多，就是想表达自己
的一份心意。

给驻村干部的感谢信可以寄到乡镇领导吗篇三

马瑙山下的约定

--松桃自治县甘龙镇麻阳村驻村干部江明工作点滴

唐义长

“村里来了指导员，走家串户不拾闲；大事小情全过问，真
心实意解民忧！

这是流传在松桃自治县甘龙镇玛瑙山下麻阳村的一句顺口溜。
里面所说的指导员就是驻村干部江明。在麻阳村，只要一提
起江明的名字，群众都对他竖起大拇指，都说他是百姓
的“贴心人”。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正是莺飞草长的时节，该县扶贫办驻
村干部江明背着大包小包的行囊，奔赴甘龙镇玛瑙山下的麻
阳村，开启了驻村生涯。



初来乍到的江明，对风光旖旎、海拔1400多米的玛瑙山既陌
生，又好奇。

巍巍玛瑙山，确实很美、很秀丽，据当地村民介绍，山上有
溶洞、溪流，常年云雾缭绕，空气清新。站在玛瑙山之巅，
让人心旷神怡，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江明
十分兴奋，像是遇到久别的“朋友”，有点“相见恨晚”。
用他自己的话说最为确切：玛瑙山下的约定。

驻村第二天，江明走村串寨，开始村情民意调研，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

麻阳村位于甘龙镇西南部，距镇政府所在地15公里，东接官
坟村，南与印江县刀坝乡接壤，北与大树村毗邻，辖7个自然
寨13个村民组，共326户1552人，党员21名。村里可使用面
积785亩，主要种植水稻、玉米、油菜等农作物，村民收入大
多靠外出务工，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山区。

通过走访调研，感受最深的是村民朴实、勤劳和直爽。作为
驻村工作组的组长，来驻村的目的就是“接地气”，为群众
办好事、办实事、谋发展，为当地党委政府做好参谋，当好
助手。想到这些，江明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详细掌握麻阳村的实际情况，江
明深基层、送政策、访民情，总是坚持与村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查看路、沟、渠等建设情况，详细了解村民最关心、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与村支两委团结协作，共同研究
发展规划，理清麻阳村的发展思路。

在江明的办公室里，不仅看到各种完善的制度，齐全的办公
设施，还翻看了他认真作的工作笔记，他对麻阳村底数十分
清楚，情况十分明了。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经济，改善村里环境卫生，丰



富村里文化生活……

随着目光的转移，在给群众承诺的办理实事的公开栏中，看
到件件都是惠及百姓的实事，并在不断的兑现着。

心动不如行动。思路明确了，计划拟定了，说干就干，江明
甩开膀子大胆干起来。

“江组长，刚才村民打电话过来，说小沟组山体塌方了，快
去看看”。

4月26日凌晨7点，雷电交加，大雨瓢泼。江明正准备去茶园
沟勘查路况，电话突然“嘟嘟”的响起来，电话那头传来麻
阳村支书费佐仁急促的声音。很快，江明和费支书立即赶到
塌方地点，原来是印（江）秀（山）公路边的小沟组山体塌
方，阻碍了车辆正常通行。

看着车辆不能通行，长长的队伍，像条长龙盘踞在玛瑙山上。

说时迟，那时快。江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一边和费支
书迅速组织群众，一边电话联系挖掘机，及时抢修公路。

群众听说是抢修塌方的公路，纷纷赶赴而来。不久，挖掘机
也来了。

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拿着撮箕、有的搬动石头……

在江明的指挥下，抢修工作有序进行。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抢
修，600多方的土石被清理干净，车辆可以通行了。

看着公路恢复了正常通行，一辆辆汽车飞奔而过，江明长长
地叹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许多。

“驻村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很锻炼人，尤其是为群众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感觉很幸福，很满足。”一句朴实憨厚的话，



道出了江明驻村的初衷。

要想富，先修路。江明在走访群众工作中发现，陡坎子组
共54户238人，至今没有建成通组公路，全凭肩挑背驮，群众
生活生产很不方便，极大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了改善出行条件，打破陡坎子组经济发展瓶颈，江明与其
他驻村干部多次深入该组实地查看，认真听取老百姓的意见。
群众听说要修公路，积极性空前高涨。江明暗下决心，一定
要在年内完成陡坎子通组公路建设。

通过江明不懈的努力，该县扶贫办积极帮扶6万元，群众筹
资7.38万元，并投工投劳，修通了一条长2公里的通组公路。

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加快农业农村发展，推进农村经济建设。
6月3日，江明在县扶贫办的帮助下，组织了一次空前的农业
产业化培训，邀请有关专家，为群众讲授病虫害防治、畜牧
养殖、核桃种植与培育等知识。

群众得知村里要搞农业产业知识培训，大家都早早的赶来，
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通过培训与现场解答群众提出农作物
病虫防治等问题，提高了群众的农业生产技能。

6月8日，江明像往常一样，早上八点左右，戴着草帽，背着
水壶与书包，就出发了，去茶园沟组调研。茶园沟组是麻阳
村地理位置最高的村寨，共65户326人。长期以来，由于村
子3公里的“连户路”没有得到硬化，不论大人小孩走路，都
很困难，尤其是下雨天，泥泞路滑，行人容易摔倒，群众十
分渴望硬化道路。

当晚，江明召集部分群众召开院坝会，大家各抒己见，讨论
如何解决道路硬化资金、土地协调等问题。据初步估算，3公
里的“连户路”硬化需要资金10万余元。村寨偏僻，条件恶
劣，凑钱硬化很困难。



那晚，江明躺在床上，左思右想，碾转反侧，彻夜未眠。

第二天，天刚破晓，未到上班时间，江明就拨通了他所在单
位的领导电话，把硬化道路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请求得到
帮扶。单位领导听后，十分关心。党组书记周尚军、副主任
龙昌培亲自前来该村调研，当场决定调拨10万余元的水泥、
沙石等物资，群众投工投劳，共同解决硬化道路的问题。

这个好消息，很快不胫而走，群众兴高采烈，有的还电话给
在外打工的亲人，整个茶园沟组都沸腾了起来。

6月中旬，太阳炙烤着大地，气候炎热，群众依然冒着烈日，
顶着酷暑，开启了硬化道路的进程。大人、小孩、老人，甚
至是连年过古稀、耄耋的老人，都兴致勃勃的赶来修路、送
水。“感谢党、政府送来了水泥、沙石，我们的路可以得到
硬化了。”费支书激动地对笔者说。目前，道路硬化工程正
在有序进行。

为了丰富群众生活，建立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今年农历六
月十九日，江明共募集经费近5000元，在村里组织了一场盛
大的农民运动会，比赛内容为篮球、拔河等项目，连毗邻的
印江县刀坝乡的村寨也赶来了，共8支球队、6支妇女拔河队
进行了角逐。

一时间，麻阳村各项工作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有条无
紊。

旱灾无情，人间有爱。今年持续的高温天气，造成麻阳村旱
情严重，损失较重。江明与其他驻村干部一道，早出晚归，
上山寻找水源，帮助老人挑水，发扬灾情面前毫不退缩的精
神。白天，江明穿梭在田间地头，查看灾情，与群众座谈。
晚上，做好民情日志，统计灾情，分析灾情原因及解决方案。

江明同群众奋战在抗洪救灾一线，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



忧群众所忧，并挨家挨户告诉群众有什么困难就拨打连心卡
电话。

“请问你是江组长吗？我们家的田里没有水了，需要水泵和
抽水机。”

“好的，我们会尽快协调解决。”

7月26日，老寨组一古稀老人胡建耀夫妇通过连心电话卡，拨
通了正在村里查看灾情的江明的手机。

第二天，江明通过与镇政府协调，得到水泵、抽水机各一台，
并与村会计谌志刚为老人及时送去。

到了老寨组，胡建耀老人年纪大了，子女常年在外务工，不
会使用抽水机与水泵。江明不仅亲自去买来柴油、机油，还
找来工具，在沿溪河岸挖好水塘，接通电源与水管。

“来水了，来水了，我们的稻田得救了。”

看到一大股清澈的泉水从水管里汩汩流出，奔向稻田时，胡
建耀老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感谢你们的及时帮助，还自己掏钱解决我们的燃油问题，
我们这片面临减产的稻田有希望了！”老人动情地握着江明
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花点钱不算什么，只要能多抽一点水，老百姓少担忧一点，
多收获一点粮食就行了。”江明的话，温暖了群众的'心窝。

一个身影一面旗。哪里困难，哪里就有江明的身影。

8月2日，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面对水井干涸，人畜饮水困
难不言而喻。



江明急忙背着刚从镇上买来的水桶，赶到孤寡老人王玉桃、
李仁邦，残疾老人胡建常的家里，询问是否还有水喝，有没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

在残疾老人胡建常的家里，江明看到水缸里的水不多了，急
忙帮助老人去挑水，硬是把老人的水缸灌得满满的，才离去。

“还是党和政府想得周到，派来了这样的好干部。”每次江
明去给老寨组的孤寡老人王玉桃、残疾老人胡建常挑水后，
他们都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江
明总是淡淡一笑。

舍小家，顾大家。为了麻阳村的发展与建设，江明放弃了与
家人团聚时间，驻村5个多月以来，一直坚守在村里，不断兑
现给群众的承诺。“在与群众一道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全
新的体验，一种别样的幸福。”他时常这样感叹。

江明，尽管过头不是很高，但却看到他高大的身影。

他，工作兢兢业业，默默无闻，持之以恒，没有豪言壮语，
把全部的爱给了麻阳村的群众，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
出很多不平凡的诗篇，在玛瑙山下奏响一曲优美动听的音符。

给驻村干部的感谢信可以寄到乡镇领导吗篇四

邓永长：

“你驻村以来，天天走村串户，与群众心连心，经常和群众
座谈，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与村支‘两委’沟通，对群众
的困难用心办、用情办、用力办。你走访村里的村五保户、
高龄老人、留守儿童时经常50元、100元不等地献爱心。你经
常到民政部门为特困户、留守儿童、计生困难户等申请困难
补助……”近日，盘县四格乡水塘村驻村干部田用收到的一
封落款为“水塘村人民”的感谢信，这封感谢信表达了水塘



村村民对他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感谢之情。

田用曾在西藏当兵20__年，做了20__年的炊事班班长，练就
一手好厨艺，拥有高级烹调师资格证。复员时，曾有很多有
名的酒家欲高薪聘他当大厨，都被他婉言谢绝。

田用在民情日记本的首页这样写到：“人的一生可贵的，不
是你能拥有多少，而是你有多少能让人们拥有。”正是基于
这种人生信条，今年3月，他毅然选择到边远的水塘村驻村，
成为一名同步小康驻村干部。

“驻村并非进村，我们是来驻村的，不是来晃一圈就走人。
我要在这里驻扎下来，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从盘县民政
局到四格乡水塘村驻村的同步小康驻村干部田用一进村，便
向村支“两委”表明自己的态度。

水塘村距四格乡政府约26公里，交通不便，是一个偏僻贫穷
的少数民族村。为了解村情民情，田用一进村便入户走访。
他发现，水塘村有21人残疾，其中16人系重度肢体残疾，5人
为精神残疾，所有的残疾人都没有办残疾证，他一一记录，
每到一家，都从自己腰包里拿出50元或100元不等的现金捐给
他们。田用驻村以来，走访村民100余次，申请临时救助10余
次，争取扶贫资金8.1万元。

残疾群体中，最让田用同情的是高水兰一家7口人，其中2人
患精神病，4人聋哑，生活十分困难。田用记在日记里，想在
心里。几经奔波，在今年5月11日“世界助残日”，他邀请盘
县残联、盘县安宁医院的有关负责人来到水塘村为残疾人办
理残疾证，并给高水兰一家带来了5000元慰问金。9月20日，
他协调盘县残联、盘县第二人民医院等为四格乡村民办理残
疾证700余个，为群众节约开支近万元。此外，田用还用自己
的工资买棉被和裤子，送给村里的毛剑宏、毛会平、高德文
等残疾人。“田用来我们村后，帮我家争取到3000元资金，
解决了我家的大难题，让我儿子有钱看病，真是我们的大救



星啊!”水塘村74岁的村民罗成香动情地说。

给驻村干部的感谢信可以寄到乡镇领导吗篇五

8月27日在教育局大礼堂参加“德江县‘机关干部下基层、扎
扎实实帮群众’活动第一批驻村干部培训会”后，按照德作
办通27号文件精神要求，作为第一批驻村干部，我于8月28日
入驻钱家乡沙坝社区开展驻村工作，9月30日结束。一月来，
在钱家乡党委政府、沙坝社区及本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
驻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将本人驻村情况总结如下：

一、进组入户摸民情，帮助群众抗旱灾。

驻村期间我县正在经受几十年不遇的旱灾，第一批驻村干部
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群众抗旱救灾。驻村后，为了及时掌握
第一手资料，摸清沙坝社区的旱灾情况，以便更好地开展抗
旱救灾工作，在召开社区干部会议了解整体情况的基础上，
坚持每天进组入户，到家中了解人畜饮水情况，到田间地头
查看受灾情形。我所驻的沙坝社区共有14个村民组，410余户
人家、2400余人。驻村期间，本人走访了约300余户人家（其
余人家通过组长或邻居进行了解），查看了14个组的旱灾情
况，把走访查看所掌握的情况及时向分管领导进行了汇报，
并有针对性地帮助群众抗旱救灾。

二、真心实意帮群众，为民解难办实事。

沙坝社区人畜饮水问题不大，但自来水有断流现象。走访时
群众反映上肖家组前面的地下水工程，天干之年却未发挥作
用。于是，当分管领导一行到沙坝社区检查工作时，本人将
此情况作了汇报，并一道前往查看。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协商，
事后不久，地下水开始抽了，部分断流的.自来水，有水流了。
为了保障孤寡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生活用
水及生活问题，在走访查看过程中，本人特此走访了生活比
较困难的杨家林组冯胜梅老人家，洋塘组田云方老人家、陈



世娥老人家，银碗溪组冯修举老人家，以个人的名义分别给
这四位老人家100元（共400元）表示一点心意。沙坝社区是
钱家乡的“三多”村（社区），即村组多、户数多、人口多。
平时社区的工作量大，今年又逢大旱之年，工作量比往年更
大，(本网网)而社区目前的现实状况是没有办公场所、没有
办公设备、没有办公经费。由于社区办公经费严重欠缺，导
致目前有的工作开展起来十分困难。为了社区各项工作能顺
利开展，为此，本人特向本局为该社区争取了5000元办公经
费。

三、遵守驻村纪律要求，树立良好干部形象。

驻村期间，本人严格遵守驻村纪律要求，吃住在村里，随时
与群众保持联系。同其他有的驻村干部相比，我派驻的沙坝
社区因为村组多，工作量要大一些，精力上要多花点，但本
人毫无怨言。无论是进组入户走访，还是去田间地头查看，
全身心扑在村里（社区），从不擅自脱岗。有事需回单位时，
经请示领导同意后方回。在驻村工作中，坚持原则，实事求
事，不乱表态，不乱作为，不做有损干部形象的事。努力做
到生活上低要求，工作上高要求，纪律上严要求。

总之，本次驻村工作从总体上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
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还缺少农村工作经验，缺乏应对农村
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创新工作开展不够，工作新局面有待进
一步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