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脱贫攻坚助学活动方案设计(精选8
篇)

一个成功的婚礼策划需要合理规划预算、精心安排时间、与
供应商合作等。这是一份精心准备的活动策划范文，详细阐
述了活动的设计和实施过程。

脱贫攻坚助学活动方案设计篇一

1.坚持台账销号管理抓整改。要认真开展前期省、市、县督
导暗访发现反馈问题整改“回头看”，确保问题全面整改到
位。要将本次活动收集的各类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汇总，分
乡镇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准确问题表述，认真分析原因，逐
条逐项提出解决意见，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
责任和整改时限，实行逐项整改销号管理。

2.坚持分类分层分级抓整改。对排查梳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研
判，乡镇层面能够整改的问题，由联挂县级领导督促即知即
改;乡镇层面不能整改的问题，由联挂乡镇县级领导签字后报
县脱贫办，经县脱贫办对全县问题梳理汇总后，提交相关行
业扶贫分指挥部研究解决;行业扶贫分指挥部不能解决的，提
交县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3.坚持统筹压茬推进抓整改。要将问题整改工作贯穿整个活
动始终，同步推进“大起底”“大排查”活动，在对标开展
情况摸排的同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并建立问题台账;同
步推进“大排查”“大整改”活动，对部分乡镇和帮扶部门
层面能够解决的问题，要立说立改、边查边改，确保问题整
改及时有效。

脱贫攻坚助学活动方案设计篇二

(一)高度重视。志愿服务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



径。做好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工作是创新完善人人皆愿为、人
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扶贫参与机制，形成政府、市
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的内在要求。各区(市)县要
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将脱贫攻坚作
为当前志愿服务工作的重点领域，认真谋划、精心组织好宣
传展示活动。

(二)广泛动员。脱贫攻坚各个领域都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
各地既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加入志愿者队伍，鼓励
脱贫攻坚相关单位和组织积极招募志愿者，深入参与脱贫攻
坚;也要广泛动员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各方主体及时梳理、分享、
展示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好思路、好做法、好经验以及服务中
的感人事迹，不断丰富宣传展示活动的内容。

(三)增强实效。为脱贫攻坚志愿服务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引
导更多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是此次宣传
展示活动的重要目的。各区(市)县要将宣传展示活动与推进
脱贫攻坚志愿者队伍建设、拓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参与渠道、
强化脱贫攻坚志愿服务规范指引等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以
宣传展示促进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各项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

(四)报送材料。各区(市)县要注意收集、总结本地区脱贫攻
坚志愿服务活动中的典型经验、先进事迹以及活动中好的思
路、做法和经验。活动开展期间，围绕宣传重点，结合活动
内容，每月20日前以各区(市)县民政局为单位，推荐上报至
少1个不同类型的活动材料(盖章后发电子版到邮箱)。推荐材
料要真实准确、特色突出，有数据、有案例，能图文并茂地
展现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的过程、成效，具有较高的传播和学
习价值。

脱贫攻坚助学活动方案设计篇三

(一)7月31日前，各市(县)民政局制定完善本地区脱贫攻坚志
愿服务宣传展示活动总体方案，明确活动目标、主要措施、



实施步骤等。

(二)8月-9月，各地根据活动方案，深入挖掘本地脱贫攻坚志
愿服务的优秀典型，主要包括参与脱贫攻坚的志愿者、志愿
服务组织或其他单位和组织、志愿服务项目以及民政部门四
部分，重点收集志愿者参与脱贫攻坚的典型事迹、志愿服务
组织及其他单位和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经验做法、优秀志愿
服务项目所取得的成效、以及民政部门推进脱贫攻坚志愿服
务的研究思考和经验做法，要求每一部分至少有一个优秀案
例，并形成书面材料，与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活动总结一
起由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民政部门报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
理局。

(三)以“扶贫日”(10月17日)为契机，在前期收集志愿服务
优秀案例的基础上，组织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其他
社会组织等，集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
活动。

(四)10月25日前各市(县)对本地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进行总结，并报送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

脱贫攻坚助学活动方案设计篇四

本次活动开展为期1个月，即日起至6月底前基本结束。

(一)县级领导挂帅。本次脱贫攻坚“大起底、大排查、大整
改”活动由各乡镇联挂县级领导干部挂帅带队负总责，主要
负责联系乡镇相关活动的力量统筹、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工
作，要坚持问题导向，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落实，确
保该乡镇活动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二)乡镇村组主体。本次脱贫攻坚“大起底、大排查、大整
改”活动，以乡镇为实施主体。各乡镇要结合自身实际，制
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要主动对接行业部门和帮扶部门，



组织好一切可统筹的力量，全力推进活动开展。各村组干部
要全面参与，积极动员广大群众支持配合。

(三)行业部门指导。各行业扶贫牵头部门，特别是负责“乡
三有”、村“一低五有”和户“一超六有”的行业部门，要
明确业务指导工作团队，主动加强与乡镇的沟通协调，指导
乡镇开展好问题对标排查，帮助乡镇研究解决问题，特别要
针对各乡镇反馈的涉及行业扶贫的共性问题，制定有效措施，
推进问题整改到位。

(四)帮扶单位参与。各驻村帮扶部门全程参与，负责联系帮
扶村的“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改”活动开展。驻村工作队
要负责做好村级层面情况摸排、问题排查和问题整改工作。
帮扶责任人要迅即进村入户，围绕工作要求，对照相关表册，
逐一核实填报，并负责联系户相关问题整改落实工作。

脱贫攻坚助学活动方案设计篇五

1.围绕“两个确保”，全面排查梳理对标脱贫方面存在的问
题。立足“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目标，在建立
脱贫攻坚“大起底”台账的基础上，认真排查户脱贫、村退
出、县摘帽方面存在的问题，重点排查户脱贫“一超六有”、
村退出“一低五有”、县摘帽“乡三有”方面存在的问题。

2.围绕“两个稳定”，全面排查梳理项目建设方面存在的问
题。立足“脱贫攻坚期内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
障’，稳定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近全
国平均水平”目标，按照“脱贫攻坚项目建设7月底基本完
工”统一要求，认真排查项目启动迟缓、进度滞后方面存在
的问题;认真排查项目实施质量监管不到位、资金拨付不及时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排查骗取、套取、挤占、挪用扶贫资
金等违规违纪行为。



3.围绕“两度提升”，全面排查梳理驻村帮扶方面存在的问
题。立足“提升群众认可度和满意度”目标，切实加强驻村
帮扶工作，确保真帮实扶，帮出成效。认真排查“六个一”
帮扶力量统筹不力、管理松散等方面的问题;认真排查帮扶工
作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等方面的问题;认真排查群众教育引导
不够、内生动力不强等方面的问题。

4.围绕“两个满意”，全面排查梳理非贫困户方面存在的问
题。立足“既要让贫困户满意，又要让非贫困户满意”目标，
在做好贫困户问题排查梳理的同时，还要针对非贫困户开展
问题排查梳理，重点排查精准识别、“两不愁、三保障”方
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个别意见较多、心存不满、对脱贫
攻坚工作不认可不满意的非贫困户，要逐一走访摸排问题原
因。要认真排查已脱贫户和非贫困户中的特殊困难群体，
将“两不愁、三保障”方面存在问题的户纳入台账管理，拟
定帮扶措施，强化帮扶实效，阻击致贫返贫。

5.围绕“三个落实”，全面排查梳理政策落实和纪律作风方
面存在的问题。立足“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工
作要求，认真排查工作责任落实不够、工作推诿扯皮等方面
的问题;认真排查到户产业发展、住房建设、医疗救助、教育
保障、政策兜底等方面的问题;认真排查工作深水作业不够、
令不行禁不止等方面的问题。

脱贫攻坚助学活动方案设计篇六

(一)强化统筹，精心组织。各联挂乡镇县级领导要发扬“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作风，深入一线统筹指挥，
推动活动落实。26个扶贫专项牵头部门、各帮扶部门(单位)
和39个乡镇要高度重视，组织精干力量，加强工作统筹，做
好后勤保障，确保“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改”活动顺利推
进。

(二)强化标准，明确时限。要严格比照户脱贫“一超六有”、



村退出“一低五有”和县摘帽“一低三有”标准，逐村逐户
逐项认真查摆达标情况，找出差距和短板，做到有的放矢、
对标补短。要及时报送活动成果，“大起底”活动相关资
料(附件2、附件3、附件4、附件5)于6月15日前报县脱贫
办;“大排查”“大整改”活动相关资料(附件6、附件7以及
提请县级层面研究的问题事项)于6月20日前报县脱贫办;问题
整改情况(包括问题整改销号台账)于6月30日前报县脱贫办，
届时还未整改到位的按照整改方案既定时间安排报送相关资
料。

(三)强化督导，务求实效。各乡镇定点督导组要加强对活动
开展的督查和指导，要重点督查前期各级督查暗访发现反馈
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要重点督导行业部门、帮扶部门和乡镇
村组责任落实、工作落实情况;要重点指导情况摸排、问题排
查、问题整改工作;要将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对行业部门、帮扶
部门和乡镇脱贫攻坚考核考评，倒逼工作落实。

(四)强化作风，严肃纪律。要严格落实“作风纪律深化年”
相关规定，严禁虚于应付、弄虚作假，严戒形式主义、表面
文章，摸排情况、排查问题必须脚到、眼到、手到、心到，
体现严实作风，不能人云亦云，确保情况真实、活动实效。
本次活动收集的数据情况将作为脱贫攻坚基础资料归档保存，
凡发现问题排查不实，影响今后省市督查效果和年底考评结
果的，将从严追究相关单位和相关责任人的失职责任。

脱贫攻坚助学活动方案设计篇七

(一)高度重视。各地要高度重视本次宣传展示活动，将脱贫
攻坚作为当前志愿服务工作的重点领域，认真谋划、精心组
织好宣传展示活动。

(二)广泛动员。各地既要广泛动员广大志愿者、志愿组织积
极投入到脱贫攻坚事业中来，也要积极鼓励脱贫攻坚志愿服
务各方将服务中涌现的优秀典型、先进事迹推荐出来，将具



体工作中的好思路、好方法、好经验分享出来，将志愿服务
中的风采和成果展现出来。

(三)创新形式。各地要大胆创新，调动志愿服务各方主体的
积极性，运用好各类媒体宣传，策划开展形式创新、内容丰
富、群众欢迎的宣传展示活动。

(四)务求实效。本次活动是由民政部统一部署开展的全国性
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营造
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的良好环境，引导更多的志愿服务组织和
志愿者参与脱贫攻坚事业。各地要紧紧把握这一主题，进一
步拓宽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渠道，推进脱贫攻坚志愿服务队伍
建设，强化脱贫攻坚志愿服务规范指引等工作，以宣传展示
活动促进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各项工作全面深入开展。

脱贫攻坚助学活动方案设计篇八

1.明确工作目的。锁定全县脱贫攻坚“两年建设任务一年完
成，年底基本达到脱贫摘帽标准”目标，通过开展“大起
底”活动，对全县所有乡镇、贫困村和贫困户脱贫退出进行
全面摸排，实现“摸清情况、明确家底”目标，为后期全县
脱贫攻坚工作推进和高质量完成县“摘帽”任务奠定坚实基
础。

2.明确工作对象。本次“大起底”活动主要对全县39个乡镇、
214个贫困村、27055户贫困户91457名贫困人口(2020年底系
统最新库数据)对照现行标准，全面排查摸底，掌握情况，找
准差距，明确短板。

3.明确摸排重点。39个乡镇主要对照“乡三有”县摘帽标准，
摸清中心校、卫生院、便民服务中心达标建设情况;214个贫
困村主要对照“一低五有”村退出标准，摸清贫困发生率、
村级集体经济、通村硬化路、通信网络、村级文化室和卫生
室建设达标情况;27055户贫困户91457名贫困人口主要对



照“一超六有”户脱贫标准，摸清家庭收入、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安全住房、安全饮水、生活用电、广播电视达标情
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