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驻村干部民情日记走访记录(精选8
篇)

只有通过写一篇答谢词，我们才能真正地向他人表达对他们
关心和帮助的真挚感激之情。在写答谢词时，我们应该先思
考并明确自己的感激对象和感激的原因。以下是一些精心构
思的答谢词范文，每一篇都充满了真情实感。

驻村干部民情日记走访记录篇一

昨晚7点左右，亚鱼乡也应节气地出现了雷雨天气。

叮，叮，叮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干群连心室内的寂
静，我立马接起电话。来电的是亚鱼村花瓜冲村民组的.刘泽
双老人，因电线老化引起了火灾，将家里的老木房给烧了起
来。听到这个噩耗，我们驻村工作人员立即与乡政府、村委
会联系，第一时间赶到救火前线。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
凌晨时分终于将大火扑灭。第二天一大早，大家伙顾不上疲
惫，为刘泽双老人送去了慰问金3000元，大米180斤，食用
油1桶，棉被4床，大衣2件。慰问金和物品虽然不多，但却温
暖了老人的心。

驻村干部民情日记走访记录篇二

今天，7户人家的圈舍全部竣工。村民们高兴坏了，张瑞荣村
长、李跃、白景富兄弟等村民都争着拉我回家坐坐，告诉我
家里羊肉、猪肉、鸡肉都准备好了，就等我呢。

回想刚进村时，村民们对我是热情里带着客气，客气中透着
几分排斥。现在能真心实意邀请我做客。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这几个月的辛苦，没白付出!



驻村干部民情日记走访记录篇三

让群众得到实惠，让群众亲身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这是群众对干部下乡住村活动的迫切期盼，也是检验下乡住
村活动成效的'一项重要内容。干部下乡住村联系的都是贫困
村，发展问题、增收问题、热点难点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
决了的，需要我们发挥优势、协调优势，靠前服务，多下乡，
常住村，带着感情解难题，这样才能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这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干部作风的大检阅。

天色已晚，由于明天县里还要开会，便踏上了归途。路上，
我一直在思考座谈会上与会人员提的许多建议，特别是解决
山区农村发展难题的独到建议，对我深有启发，群众的智慧
是无穷的，我们只有经常深入基层，多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
才能发现并运用群众的首创精神，更好地开展工作。

驻村干部民情日记走访记录篇四

上午，我们和村委成员一起去三分子村走访特困户，了解需
要帮扶的情况。

在村组长张瑞荣家，和他聊天得知，他本身挺有头脑，平常
贩羊和农产品，做得挺好。村里通往外面的路常被洪水冲断，
张瑞荣自己拿出四五千元维修过水路面。村旁护河堤上的树，
全是张瑞荣自己掏钱种上的。可他家里还住着土坯房。

我们的'特困户是穷，整个村子也不富，但是有这样为大家和
村子着想的村干部，我们的村子何愁不富?!

驻村干部民情日记走访记录篇五

镇里决定把银号村打造成首批“十个全覆盖”精品村，需要
我们对村里的主要道路重新翻修，并拆除现有的土坯房，统
一进行搬迁。



在搬迁过程中，部分老百姓很积极，觉得自己的`土坯房已经
废弃，想拆却没钱，这回政府给补贴还帮着拆，是件大好事。
有些人却仗着政府需要整体规划搬迁，开始漫天要价，有要
求免费盖房装修的，有索要高额补偿的，这些都不符合拆迁
办法。如果满足了他们，其他老百姓怎么办?我们工作组和村
委必须入户做好思想工作。

有的群众不理解，觉得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就
急着盖新房，政府这回又是搞形象工程，劳民伤财。我觉得
村里的工作很琐碎，既要改变村貌，急活也不能落下，需要
区分轻重缓急、稳步推进，实实在在做些事。

驻村干部民情日记走访记录篇六

下午5点多，我们驻村工作人员一行3人，跟着亚鱼村副主任
姚本祥，监督委员会主任、综治工作站站长舒水保来到潘塘
村民组。近日，潘塘村民组在进行入户道路硬化工程，我们
也积极地投入了他们的劳动。据悉，这条道路是连着该组外
面的李丫公路，属于一事一议项目，由财政出资金，村民出
劳动力共同完成的。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完工并投入使用。
入户道路修好了，极大地方便了村民们的出行。村民们表示，
道路的硬化结束了以往雨天泥，晴天灰的.历史，坐在车上颠
簸得不行的情况也将不复存在。

驻村干部民情日记走访记录篇七

和村主任代胜华在乡里开完会回村里已是晚上10时许。

尽管春天已经来到，但是在这里晚上还是冷，能听见风吹的
声音，毕竟这是楠杆乡海拔最高的村。就像他们说的一样：
这里一进入冬季时常都是雾蒙蒙的，但是夏天好过，晚上睡
觉要盖被子，电风扇在这里都难以派上用场。

在回来的路上，代主任和我说，乡里已经开了好几次关于烤



烟生产的会议，楠杆乡的支柱产业就是烤烟，要是连这个都
抓不好那就谈不上要发展，要小康了。

我看了看会议记录，一是每亩必须栽足1300株烟苗，地膜要
全覆盖，每块烟地要画“图”存档;二是继续推行地膜烟，要
求地膜全覆盖，尤其是地势高的烟区。三是做好“一折通”
账号的统计，因为每年总是有烟农的账号不对导致风险金打
不进帐。

回到村办公楼后我还就“地膜烟”这一问题请教了代主任。
在烟农看来“地膜烟”有些麻烦，但是只要解释到位烟农还
是接受的。推行“地膜烟”一是保温增温，促进土壤养分的
分解和释放，二是保湿使土壤水分蒸发减少，散失缓慢，并
在膜内形成水珠后再落入土表，减少了土壤水分的.损失，起
到保蓄土壤水分的作用。三是地膜还可在雨量过大时，防止
雨水大量进入垄体，可起防涝的作用。四是促进生长发育，
覆盖地膜后，土壤的温度和湿度增高，有利于早生快发，促
进了烟苗的生长发育。五是减少杂草和蚜虫的危害。

看来要做好农村工作真的不容易，一要懂得国家的惠农政策，
再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群众听，赢得群众的信任，二要掌
握几门适用技术，以便在下队的时候能解决群众在生产上遇
到的问题，促进他们增收。

“干群连心”没用这些拿什么去与群众“连心”?

驻村干部民情日记走访记录篇八

从驻长远村以来已有3天了，我用了2天的时间在村支书何祖
强的带领下跑遍了整个长远村，相信群众们也认识我了吧。

长远村是楠杆乡海拔最高的村，有刘家山、坨底、沙子清、
梁子上、仁神度、会家山、长坪、火石坪8个组，现在就只有
沙子清组没通水泥路了，争取在今年能把这沙子清这条组路



硬化，那样长远村将在楠杆乡率先实现组组通水泥路。说到
这里我不得不佩服村支书，真不愧是县人大代表。

“长远村”，这个村名起得好，很有“现代化”的名字，第
一次在驻村文件上看见这个村名，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在“起
跑线”上的村。通过这几天用脚步丈量下来，事实告诉我，
我的第一感觉是对的。

长远村的烤烟种植起步早，一直以来，种植烤烟收入是当地
群众的主要收入，种植热情不断高涨，亩数由以前的干部下
任务变为烟农主动要任务，今年全村的烤烟种植已经达到890
亩。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会家山组的集中育苗基地，看见烟农
们有的在翻铧土地，有的在起垄，有的在疏苗。集中育苗基
地里，托盘里的烟苗长势良好。书支书嘱咐组长何祖国一定
要管好苗床里的水。支书说近日天气有回升趋势，苗床里的
水每天可能会大量地蒸发，要是不及时往苗床里注水，烟苗
很可能枯死掉，并且还要注意苗床杀毒。看来支书也是技术
员啊。

种植大户。天家山就是他的茶场。现在单是茶场的管理就需
要10来个人，接下来的摘茶、炒茶再到最终茶叶的上市将会
让更多的村民就近就业。

下午，在回办公楼的路上，支书还带我到火石坪组的萤石矿
洞前转了转。据他介绍这里的萤石矿储量丰富，现在已经承
包给浙江老板了，开挖矿石的前期工作已经做好准备。

我在这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长远村各项产业正在“起跑”，
相信“后发赶超”在这里将不只是一个成语，长远村的小康
生活也不一定要“长远”才能实现，她们已经在朝着小康路
奔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