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银行业乡村振兴心得体会 学习乡村
振兴战略心得体会(实用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好
的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
得体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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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业乡村振兴心得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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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_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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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业乡村振兴心得体会篇二

文化是生态宜居的守护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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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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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业乡村振兴心得体会篇三

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发表_的重要文章《坚持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
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文章强调，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
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
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

最近，“针不戳”一词火了。该词因谐音“真不错”，深受
广大网友喜爱，一时间成为“流行词”，被广泛用于认可、
满意、点赞的场合。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要想在乡村振
兴工作中获得群众“针不戳”的评价，就要“一日三念”反
求诸己。

一念为党谋而不忠乎?当好“领头雁”，引领乡村从“散沙”到
“聚合”。

“天下大德，莫过于忠。”对党忠诚，就是要听党话、跟党
走。_指出：“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
必须坚强，党员队伍必须过硬。”当前，一些村级党组织还
存在年龄结构老化、文化素质整体不高、软弱涣散、组织功
能不健全等问题，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未得
到有效发挥，也导致农民群众缺乏“主心骨”，干部群众的
力量不能有效汇聚。所以，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广大党员干
部必须牢牢抓住基层党建这个“牛鼻子”，要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真正将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



落细，争当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
以广泛团结各方力量，汇聚成推进乡村振兴的“一团旺火”，
从而不断攻下一个个“火焰山”和“腊子口”。

二念为民忧而不切乎?当好“急先锋”，助力乡村从“死水”变
“活水”。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于乡村振兴来说，
只有振兴产业，才能打通“源头活水”。_强调：“乡村振兴
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要走出一条人无我有、科学
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当前，产业结构单一、产业
基础薄弱，成为困扰乡村振兴的重要障碍。对此，广大党员
干部要站稳人民立场、立足地方实际，攻坚克难、追求卓越，
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要充分利用乡村自然资源和传统产业优势，大力
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以及乡村生态旅游业等产业，譬如香菇、
茶叶种植，虾蟹养殖，农家乐等，这样就能变“输血”
为“造血”，让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从而搅动
乡村“一池春水”，让农民“生活有奔头”，能够通过自身
劳动增收致富，“钱袋子”真正鼓起来，“腰杆子”真正硬
起来。

三念为道计而不远乎?当好“压舱石”，推动乡村从“空心”向
“实心”。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复杂工
程，需要长远谋划、久久为功。_强调，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关键在干。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大量农村青
壮年流向城市，他们或在城市务工，或在城市安家立业，导
致农村人口大多为老弱病残的留守者，农村“空心化”较为
严重。乡村振兴，人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没有人气的乡村
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要加强学习、刻苦
钻研、积极实践，要立足当前、谋划长远，不断充电提升，
努力成为懂技术、会经营管理的农村“土专家”，不断淬炼



过硬本领，克服“本领恐慌”，真正成为乡村振兴舞台上能
干大事、可堪大任的栋梁之才。这样，才能推动乡村治理走
向现代化，让乡村人气更旺，更具吸引力和号召力，广袤的
乡村大地才能真正焕发崭新的生机与活力。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笃行，弥足珍贵;惟其磨砺，始
得玉成。”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
亚于脱贫攻坚。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要勇当乡村振兴的“拓荒
者”和“扛鼎者”，在乡村振兴舞台上大显身手、建功立业、
成长成才、谱写新篇。

银行业乡村振兴心得体会篇四

近年来，在“三支一扶”计划引领下，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
生走向基层、扎根乡村，为偏远落后地区注入了发展活力，
谱写出一曲曲奋斗赞歌。希望田野，大有可为，广大“三支
一扶”人员要激扬青春梦想，在不同领域和岗位上矢志奋斗、
担当作为、无私奉献，用智慧和汗水浇灌一片片充满希望的
田野，用一个个动人的奋斗故事书写“青春答卷”，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回望最初立下的志向，脚下之路愈加坚定执着，响应“三支
一扶”号召的青年们，要树牢“条件越艰苦越能练筋骨”的
意识，自觉践行“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铮铮誓
言，奔赴乡村振兴主战场，扎根服务群众第一线，将自身追
求汇入时代发展脉络，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命运，在基
层火热的社会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增强攻坚克
难的真本领，练就建功立业的硬功夫，争做不畏艰险的奋斗
者，不当畏惧风雨的泥菩萨，满怀激情干事创业，以实干笃
行诠释青春价值，扣好前行路上“每一粒扣子”，坚决破除
过客心态和“跳板”心理，顺利完成从“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将青春和热血跳动成时代之
歌的最美音符。



四季轮回不变的是对乡村沃土爱的炙热，“三支一扶”人员
有才华、有理想、有拼劲，要坚定“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的自信，以百分百的热情耕耘“支教”事业，撑起三尺
讲台，打开知识海洋，为孩子们点亮希望的烛光；以百分百
的认真耕耘“支农”事业，守护绿水青山，推进农业发展，
为美丽乡村建设助力添薪；以百分百的专注耕耘“支医”事
业，不断优化医疗服务，有效保障“病有所医”，甘做守护
生命健康的白衣天使；以百分百的努力耕耘“帮扶乡村振
兴”事业，用所思所想所学改变当地面貌和百姓生活，扎实
推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
熠熠闪光。

“三支一扶”计划是年轻人放飞青春梦想的最好舞台，基层
是服务群众的大本营，要将青春梦想融入服务群众始终，用
辛勤汗水浇灌百姓心田，持续增强密切联系群众的能力，察
民情、听民声，解民忧、纾民困，顺民意、赢民赞，用沸腾
的热情化开基层治理难点、顽强的斗志征服乡村振兴关隘，
以沉入基层的“泥土味”换来党群连心的“亲情味”，在为
群众解难题、办实事中让青春梦想生根发芽、抽穗结果，推
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做到情系群众
“心连心”、贴近群众“面对面”、服务群众“实打实”，
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享受幸福，不断提
升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留下充实、温暖、
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银行业乡村振兴心得体会篇五

如果你和一个村有缘，我想那或许是“命中注定”。和温泉
寨的＇缘分是从一眼瞥见镇域地图上的村名开始的。温泉细
流，石墙为寨，或许他本应有隋唐演义里的瓦岗寨、雪豹里
的清风寨的英勇豪情、忠肝义胆。而追溯历史，大概是明朝
初年，先人为加强防御随军而在此处设立巡检司。而后夏、
梁两姓迁此定居，平整土地，选址造屋，而成今日温泉寨，



一个乡村振兴进程下焕颜展姿、充满奔头的新农村。

寨村确有一处“寨门”，也是路边处的村大门。“寨门”是个
“拱桥门”，由“两柱一梁”构成，门额形似拱状，有题字
村名为上。从“寨门”沿水泥路一路北上，不到一袋旱烟的
功夫，就到了村委大院。黄墙红瓦，凹凸有致，有一苍松翠
柏矗立院内。院外置有长条石凳，总有行人歇脚、闲聊。村
委大楼是由上世纪一所村小学改建而成，沿着旋转楼梯，记
忆仿佛回到了“千禧年初”。那时候，大多村娃都在村里上
小学，教书先生也大多是村内文化人。后来，合校运动开始，
孩子们统一到镇上上学。幸运的是，有不少少年就此告别
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寨村”成为他们遥远的记
忆。

院内有一乡俗记忆馆，馆内现存不少老物件，纺纱的梭车、
打水的扁担、老太太的烟袋锅，翻地的犁、割木头的锯、做
裙子的兰花布……“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些老物件里装着人们的“乡愁”，将人们拉回到那个再也
回不去的年代。他们诉说着“寨村”的岁月变迁，藏着村民
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生活的喜悦。

要熟悉一个村子也并非易事，工作机会越来越多，和“寨
村”打交道的机会也自然多了起来。一位村里最驼的老人，
年七十有余，身体几乎对折成了一个直角。她砍烧柴、犁菜
地、施肥料。累了，她就坐在马扎凳上，斜靠着门框晒晒太
阳。《拾荒老人》中写道，当我们渴望着诗和远方的田野的
时候，老奶奶却还在为眼前的苟且忙碌着。驼背老人只
是“寨农”的缩影，村里的人大都平凡地过了半生，却依旧
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尊敬。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
岁月虽摧残躯体，心却不改。

最近，由温泉寨籍作家梁晓声《人世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
可谓大火。我想，“寨村”也是剧中的“光字片”，村内犄
角旮旯里，似乎藏着无数故事。乡村振兴让村里变了个样，



农田里都是人，背扛肩挑密密麻麻的在田埂上来来往往，不少
“土专家”也参与到“寨村”新生活里来。生活起居、就业
谋生、柴米油盐，这里有普通人最质朴、最真实的桃源生活。
环境整治、移风易俗、老年餐桌，一幅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作为一个乡村振兴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讲述者，既为村
民们的幸福感、安全感和满足感而高兴，也为我与乡村能共
成长、共奋进而自豪。故事不会就此结束，我与“寨村”的
缘分还会续写，就像村子里发生的乡村振兴故事，也会口口
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