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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背景

贯彻国家脱贫攻坚战略

本次述职报告旨在向上级领导和相关

部门汇报本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进展

和成效，以贯彻国家脱贫攻坚战略。

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通过脱贫攻坚工作，推动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提高贫困群众的生活水平和

幸福感。

加强工作交流和合作

通过述职报告，加强与相关部门和地

区的工作交流和合作，共同推进脱贫

攻坚工作。



脱贫攻坚工作总体情况

报告将介绍本地区脱贫攻坚工

作的总体情况，包括工作思路、

目标、措施和成效等。

报告将重点介绍本地区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承担的重点任务和

项目的完成情况，包括产业扶

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和

成效。

报告将客观反映本地区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如资金不足、人才匮乏、基础

设施薄弱等，并提出相应的解

决措施和建议。

报告将展望下一步脱贫攻坚工

作计划，包括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

方面的具体规划和措施。

重点任务和项目完成情况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下一步工作计划

报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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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人口进行分类
根据贫困原因和程度，将贫困人口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因病致贫、
因学致贫、因灾致贫等，以便制定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动态管理贫困人口
建立贫困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及时将新出现的贫困人口纳入帮扶范
围，同时对已脱贫人口进行跟踪监测，确保稳定脱贫。

建立完善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
通过申请、评议、公示、审核等程序，确保贫困人口识别的准确性
和公正性。

贫困人口识别与分类



扶贫政策与措施

产业扶贫

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

电商等产业，提高贫困地区的自

我发展能力，增加贫困人口的收

入来源。

兜底保障

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

困人口，实行社会保障兜底政策，

确保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教育扶贫

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投入，

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

健康扶贫

完善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提高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障水

平，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

象。



扶贫资金使用与管理

加强扶贫资金监管

建立完善的扶贫资金监管机制，

确保扶贫资金专款专用，防止挪

用和浪费。

强化社会监督

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贫工作

监督，加强对扶贫政策和措施的

宣传和解读，提高公众对扶贫工

作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优化扶贫资金分配方式，根据贫

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和贫困人口的

需求，合理分配扶贫资金，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

加强扶贫项目管理

对扶贫项目进行严格审核和监管，

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和实施效果，

提高扶贫项目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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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经
营主体发展特色产业，提高产业
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

挖掘地方资源优势

根据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和资源禀
赋，发展特色种植、养殖、林果
、中药材等产业，形成“一村一
品”、“一县一业”的产业发展

格局。

加强品牌建设

通过注册商标、申请地理标志保
护等方式，加强特色农产品品牌
建设，提高产品知名度和附加值

。

特色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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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劳务协作

加强与输入地劳务协作，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促进贫困地区

劳动力转移就业。

01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针对贫困地区劳动力技能水平低的现状，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

02

加强就业信息服务

建立健全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发布用工信

息，促进劳动力与用工企业有效对接。

劳动力培训与转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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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贫困地区培育壮大一批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

发挥其资金、技术、市场等优势，引领特色产业

发展。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鼓励龙头企业与贫困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通过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方式，让贫困户分享

产业发展红利。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引导龙头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产业扶贫中

发挥更大作用，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增收。

强化社会责任意识

龙头企业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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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入

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等措施，促进
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和薄弱学校倾斜。

优化布局

合理规划学校布局，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确保贫困地
区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提升质量

加强教师培训、课程建设和教育信息化应用，提高贫困地区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

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加大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机
构建设投入，改善医疗设
施条件，提高服务能力。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建立健全贫困地区医疗保
障制度，确保贫困人口基
本医疗有保障。

加强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人
才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医
务人员诊疗水平和服务能
力。

030201

医疗保障体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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