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关爱困难家庭未成年子女活动记
录 社区关爱帮扶困难家庭工作总结(优

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关爱困难家庭未成年子女活动记录篇一

按照街道的统一部署，社区充分发挥社区的优势，在社区内
以不同的形式全面开展了关爱帮扶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
未成年子女活动，帮助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子女解决学习生
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促进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
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社区及时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到关爱帮扶困难
家庭、流动人口家庭未成年子女活动中来，依据实际情况，
制定关爱帮扶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未成年子女活动方案，
进一步推动工作的`发展。组织志愿者与困难家庭、流动人口
家庭未成年子女进行“1+1”结对服务。通过“感受城市、爱
心捐赠、亲情陪伴、学业辅导、自护教育”等方式为困难家
庭、流动人口家庭未成年子女提供切实有效的志愿服务。

通过大力的宣传，努力营造全社会关爱帮扶困难家庭、流动
人口家庭未成年子女志愿服务行动的良好氛围，引导全社会
都来关心帮扶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成长。

对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给于充分
关注，对他们的生活给予关心，在看似简单的“问一
问”、“拉一拉”中营造了爱的氛围，尊重困难家庭、流动



人口家庭未成年子女的人格，滋润了他们渴望爱的心灵。

关爱困难家庭未成年子女活动记录篇二

1、政策保障，应保尽保，稳定人心。

我们在全面调查、摸清困难群众底数的基础上，分门别类，
建立档案，对新致贫的困难群众符合标准的纳入低保、五保
或专项救助，做到应保尽保，一户不漏。全区低保对象671
户833人，其中20xx年新增126户131人。同时，按照低保标准
自然增长机制，低保标准从110元/人提高到130-150元/人，
新增的低保对象开始向低保边缘户延伸，逐步扩大了低保受
益范围。重度残疾人救助全区321户338人，其中今年新增28
人，救助标准人均增至210元/月，全区无固定收入的重残人
员全部列入了救助范围。全区五保老人75人，其中集中供
养56人，占五保老人总数；优抚对象按照抚恤补助自然增长
机制，完善了保障制度，普遍提高了优抚群体的生活水平。

2、专项救助，济贫救急，凝聚人心。

我们以城乡低保户、五保户、重点优抚对象、低保边缘户以
及重残人员、患重大疾病无自救能力的困难户为主要对象，
实施临时生活救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今年临时社会救
助106人次，救助资金万元。大病医疗专项救助10户，救助
额6万多元。同时对新区特困家庭危重病情况进行了调查，
对83为贫困患者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救助、帮扶、介绍家
人就业、做工等方法，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3、社会帮扶，“雪中送炭”，温暖人心。

“万人帮万户”、“千企联百村”活动开展以来，进一步扩
大了参与面和受益面，在继续实施机关干部结对帮扶困难群
众的基础上，我们动员村企干部、社会能人等各方力量参与
到帮扶工作中来，对每一个困难群众落实至少一名帮扶人员，



使所有困难群众都有人帮、有人助。20xx年，全区需要结对帮
扶的对象395人，是供销社、城 管局、国土局等市直单位帮
扶223人，新区机关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社会能人等“认亲”
结对帮扶172人。为使结对帮扶工作扎实有效，深入开展，新
区管委会专门成立了扶贫帮困领导小组、区扶贫办公室，落
实了帮扶结对，建立了“结对帮扶情况”台帐，对全区扶贫
帮困工作进行决策部署，指导协调和督察考核。病通过召开
会议、专栏宣传等形式，营造人人参与扶贫济困、个个争当
爱心使者，定期深入走访的浓厚氛围，开展“送温暖、献爱
心’活动。据不完全统计，20xx年全年参与扶贫帮困400多人，
定期走访、节日慰问累计600多人次，捐助资金（含实物）累
计5万余元，帮扶对象人均受助140多元。在扶贫帮困中，除
资金（实物）捐助外，还因人而异，分类施保，提供支付信
息，指导劳动技能，发展高效农业，介绍就业岗位等，为困
难群众减免农业水利工程水费、一事一议等筹资筹劳款；为
贫困农户代缴农业保险、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为贫困农
户子女资助学习费用等。

今年的扶贫帮困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
面对的任务、压力仍很艰巨。群众因病因残或因灾因祸致贫
在所难免，加快城乡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步伐，使经济社会发
展的成果普惠于民，尤其是使困难群众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让他们自立自强，生产自救，提升全面小康的受益面和满意
率，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帮助。扶贫帮困工作更要在
构建全方位、广覆盖、制度化、常态化的工作体系，拓宽社
会援助渠道，广泛筹措扶贫帮困资金，发展慈善事业，动员
更多的力量参与扶贫帮困，我们还必须作更大的努力！

关爱困难家庭未成年子女活动记录篇三

我们在全面调查、摸清困难职工底数的基础上，分门别类，
对新致贫的困难职工符合标准的纳入低保、专项救助，做到
应保尽保，一户不漏，今年，全连低保对象14人都享受到了



相关福利。同时，按照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新增的低保
对象开始向低保边缘户延伸，逐步扩大了低保受益范围，同
时将全连无固定收入的重残人员全部列入了救助范围。优抚
对象按照抚恤补助自然增长机制，完善了保障制度，普遍提
高了优抚群体的生活水平。

2、专项救助，济贫救急，凝聚人心

我们以低保户、低保边缘户以及重残人员、患重大疾病无自
救能力的困难户为主要对象，实施临时生活救助，帮助他们
渡过难关。大病困难的职工，设置医疗专项救助金，同时对
全连特困家庭危重病情况进行了调查，对贫困患病者根据不
同情况，采取了救助、帮扶、介绍家人就业、做工等方法，
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3、社会帮扶，“雪中送炭”暖人心

为进一步扩大参与面和受益面，在继续实施干部结对帮扶困
难职工的基础上，我们动员干部、社会能人等各方力量参与
到帮扶工作中来，对每一个困难职工落实至少一名帮扶人员，
使所有困难职工都有人帮、有人助。为使结对帮扶工作扎实
有效，深入开展，我连专门成立了扶贫帮困领导小组，落实
了帮扶结对，建立了结对帮扶情况台帐，对全连扶贫帮困工
作进行决策部署，指导协调和督察考核。并通过召开会议、
专栏宣传等形式，营造人人参与扶贫济困、个个争当爱心使
者、定期深入走访的浓厚氛围，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
动。据不完全统计，20xx年全连参与扶贫帮困20多人，定期走
访、节日慰问累计60多人次。在扶贫帮困中，除资金、实物
捐助外，还因人而异，分类施保，指导劳动技能，发展高效
农业，介绍就业岗位，为困难职工减免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款、
为贫困农户子女资助学习费用等，切实减轻困难职工的负担。

今年的扶贫帮困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我们面对的
任务、压力仍很艰巨。职工因病因残或因灾因祸致贫在所难



免，加快困难职工脱贫致富步伐，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普
惠于民，尤其是使困难职工增强自身造血功能，让他们自立
自强，生产自救，提升全面小康的受益面和满意率，需要我
们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帮助。扶贫帮困工作更要在构建全方位、
广覆盖、制度化、常态化的工作体系，拓宽社会援助渠道，
广泛筹措扶贫帮困资金，发展慈善事业，动员更多的力量参
与扶贫帮困，我们还必须作更大的努力！

关爱困难家庭未成年子女活动记录篇四

西北社区现有自然形成的居住方块23个，楼房小区1个，棚户
区改造方块3个，住户7089户，总人数17，723人，常住
户6，914户，外县流动户175户，低保家庭20xx户，低收入家
庭1000户。市直机关共有15个单位帮扶28名困难职工，县里
帮扶的困难职工25户，已有15户实现脱贫目标，脱贫率近64、
4%。上半年，共为困难职工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49
件，帮助筹措资金16万元，各级党员干部捐款捐物折合人民
币1、6万元，启动帮扶项目5个，实现灵活再就业14人，自主
创业6人，劳务输出20人，技能培训15人。

二、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深入调查，摸清底数，为扶贫解困工程的开展打好基
础

为使扶贫解困工程开展得扎实有效，在工程启动前，我们对
前两轮工程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及
时向镇党委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镇党委高度重视，进行了
专题研究，并召开了相关部门的工作会议，对工程启动前的
准备工作进行了部署，组织人员深入基层、企业和社区，对
下岗特困职工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通过调查，摸清
了特困职工家庭的七个底数，即自然情况底、身体状况底、
思想状况底、经济状况底、贫困原因底、专业技能特长底、
就业趋向底，基本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在充分调查的基



础上，重新建立了下岗特困职工档案，并进行了分类排队，
为新一轮城市扶贫解困工程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
础。

（二）把握原则，确定对象，把扶贫解困工程打造成群众满
意工程

我们牢固树立“小工程”、“大政治”的观念，把扶贫解困
工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密切党群
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作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步骤，
为解决好贫困群体数量大与干部数量少、帮扶能力小的矛盾，
在被帮扶对象的确定上，我们认真把握原则，即被帮扶对象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亏损或者停产、半停产企业下岗职
工；二是具备一定劳动、经营技能，有脱贫致富愿望的困难
职工；三是有一定技术专长，具备一定创业条件，或需通过
帮扶能够把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所以本轮扶贫解困工程
确定的帮扶对象，与前两轮不同，基本上属于创业和就业型
的。同时我们还严格审批程序，上报困难职工名单，县总工
会与相关部门组织人员认真核查，并在社区进行公开、公示。
建立了举报、信箱和电话，认真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在申
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等不良行为，一经发现严肃处理。由于我
们在帮扶对象确定过程中，坚持原则、严格把关，真正把那
些生活在最底层、最贫困的职工纳入帮扶范畴，职工群众都
满意，无一例上访事件发生。

（三）党委重视，层层推进，切实把扶贫解困工程摆上重要
日程

县委新一轮扶贫解困工程实施方案下发以后，镇党委高度重
视，切实摆上重要工作日程，把扶贫解困工程纳入了“十二
五”规划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中，作为促进经济发
展、保持社会稳定、增强执政能力的大事，作为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作为镇党委20项重点工作之一，扎实
推进。



按照县委要求，镇党委召开了专门工作会议，进行专题研究，
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为组长，镇长为副组长，4个社区的主要
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在县各社区下设了办公室，于去
年3月10日召开了全县新一轮扶贫解困工程启动会，下发了工
作方案和验收细则，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和工作目标，把城市
“一帮一”扶贫解困工作纳入领导干部目标管理考核之中，
作为评价领导干部绩效的重要依据，与年终考核奖挂钩，与
干部选拔任用挂钩。为把帮扶工作抓实落靠，镇党委定期召
开专题会议推进此项工作，并多次在工作会议上强调、督促，
确保了扶贫解困工程的深入开展。

（四）强化措施，标本兼治，切实解决扶贫解困工程帮扶对
象的实际困难

各帮扶部门和单位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按被帮扶对象的不
同情况进行了分类，并根据不同类型，制定了具体的帮扶措
施，增强了针对性，突出了实效性，做到了有的放矢。

一是帮思想，着重鼓励帮扶对象树立信心。县委出台了《下
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为帮扶对象全部办理了《再就业
优惠证》，对开修理部、小卖部、理发店、租摊床等从事个
体私营经济的帮扶对象，凭《优惠证》享受工商、税务、城
管、卫生等相关部门的优惠政策，减免相关费用；对外出务
工人员实行“一免三减”，即免收报名费，减半收证卡费、
合同费、中介费。帮扶部门（单位）组织人员深入帮扶对象
家中，面对面地与帮扶对象交流，倾听帮扶对象意见，心贴
心地做帮扶对象思想工作，与帮扶对象谈心交友、增进感情，
极大地增强了帮扶对象脱贫致富的信心。二是帮就业，着重
安排帮扶对象工作岗位。参加帮扶的天泰、嵩天、海达、伊
利等大企业，都把帮扶对象安排在本企业适当岗位就业，使
他们有了一份固定工作和收入。政府办、宣传部、第四中学
等单位通过协调，把本单位帮扶的困难职工安排在企业工作
或灵活就业。目前已为54名帮扶对象安排了再就业。三是帮
项目，着重引导帮扶对象自主创业。目前已筹集资金16万元，



启动创业项目帮扶5个。工信局、药品监督局、国税局等单位
为帮扶对象选择了致富项目。工信局为由连增在小项目库中
选择了淀粉设备制造，现在样机已经被吉林客户买走，签订
单近10台。县工商局帮扶滕少辉办起了铸造厂，协调对其进
行免费培训铸造技术，提供相关技术资料，帮助筹措和减免
各种费用达1万多元，去年年收入超过10万元，当年实现脱贫。
四是帮技能，着重提高帮扶对象生存本领。技术监督局为张
立杰免费培训并核发了司炉证，安排他到供热公司从事司炉
工作。县委办、教育局、畜牧局、计生局等单位为帮扶对象
创造了学习就业技能的机会，并协调减免相关费用。县总工
会还把部分帮扶对象子女送进市总的技能培训班，使帮技能
培训的人数达到15人。五是帮资金，着重解决帮扶对象实际
困难。县交通局、人社局等单位为帮扶对象协调了小额贷款，
并动员亲友用工资折进行了抵押。县委党校帮扶的困难职工
郑海，夫妻双下岗，且身体都有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靠在自家门前开个小型洗车棚维持生活，去年夏天妻子患脑
炎需住院治疗，但苦于没钱而无法住院，党校就组织教职工
为他家捐款20xx元，缓解了他家的燃眉之急，春节期间党校
还为其送去米、面、油等生活必须品。结合送温暖活动，县
直各帮扶单位为帮扶对象送慰问金和慰问品折合人民币约万
元。

（五）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确保扶贫解困工程收到实效

在城市“一帮一”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紧紧抓住影响全局
工作的关键环节，理清工作思路，突出重点，不断提高帮扶
工作的质量，力求取得实效。

关爱困难家庭未成年子女活动记录篇五

20xx年上半年，西北社区帮扶困难家庭工作得到了县总工会
和县民政局的大力支持，现将上半年扶贫解困工作总结如下：

西北社区现有自然形成的居住方块23个，楼房小区1个，棚户



区改造方块3个，住户7089户，总人数17，723人，常住
户6，914户，外县流动户175户，低保家庭20xx户，低收入家
庭1000户。市直机关共有15个单位帮扶28名困难职工，县里
帮扶的困难职工25户，已有15户实现脱贫目标，脱贫率近64。
4%。上半年，共为困难职工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49
件，帮助筹措资金16万元，各级党员干部捐款捐物折合人民
币1。6万元，启动帮扶项目5个，实现灵活再就业14人，自主
创业6人，劳务输出20人，技能培训15人。

（一）深入调查，摸清底数，为扶贫解困工程的开展打好基
础

为使扶贫解困工程开展得扎实有效，在工程启动前，我们对
前两轮工程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及
时向镇党委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镇党委高度重视，进行了
专题研究，并召开了相关部门的工作会议，对工程启动前的
准备工作进行了部署，组织人员深入基层、企业和社区，对
下岗特困职工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通过调查，摸清
了特困职工家庭的七个底数，即自然情况底、身体状况底、
思想状况底、经济状况底、贫困原因底、专业技能特长底、
就业趋向底，基本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在充分调查的基
础上，重新建立了下岗特困职工档案，并进行了分类排队，
为新一轮城市扶贫解困工程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
础。

（二）把握原则，确定对象，把扶贫解困工程打造成群众满
意工程

我们牢固树立“小工程”、“大政治”的观念，把扶贫解困
工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密切党群
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作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步骤，
为解决好贫困群体数量大与干部数量少、帮扶能力小的矛盾，
在被帮扶对象的确定上，我们认真把握原则，即被帮扶对象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亏损或者停产、半停产企业下岗职



工；二是具备一定劳动、经营技能，有脱贫致富愿望的困难
职工；三是有一定技术专长，具备一定创业条件，或需通过
帮扶能够把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所以本轮扶贫解困工程
确定的帮扶对象，与前两轮不同，基本上属于创业和就业型
的。同时我们还严格审批程序，上报困难职工名单，县总工
会与相关部门组织人员认真核查，并在社区进行公开、公示。
建立了举报信箱和电话，认真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在申报
过程中弄虚作假等不良行为，一经发现严肃处理。由于我们
在帮扶对象确定过程中，坚持原则、严格把关，真正把那些
生活在最底层、最贫困的职工纳入帮扶范畴，职工群众都满
意，无一例上访事件发生。

（三）党委重视，层层推进，切实把扶贫解困工程摆上重要
日程

县委新一轮扶贫解困工程实施方案下发以后，镇党委高度重
视，切实摆上重要工作日程，把扶贫解困工程纳入了“十二
五”规划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中，作为促进经济发
展、保持社会稳定、增强执政能力的`大事，作为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作为镇党委20项重点工作之一，扎实
推进。

按照县委要求，镇党委召开了专门工作会议，进行专题研究，
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为组长，镇长为副组长，4个社区的主要
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在县各社区下设了办公室，于去
年3月10日召开了全县新一轮扶贫解困工程启动会，下发了工
作方案和验收细则，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和工作目标，把城市
“一帮一”扶贫解困工作纳入领导干部目标管理考核之中，
作为评价领导干部绩效的重要依据，与年终考核奖挂钩，与
干部选拔任用挂钩。为把帮扶工作抓实落靠，镇党委定期召
开专题会议推进此项工作，并多次在工作会议上强调、督促，
确保了扶贫解困工程的深入开展。

（四）强化措施，标本兼治，切实解决扶贫解困工程帮扶对



象的实际困难

各帮扶部门和单位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按被帮扶对象的不
同情况进行了分类，并根据不同类型，制定了具体的帮扶措
施，增强了针对性，突出了实效性，做到了有的放矢。

一是帮思想，着重鼓励帮扶对象树立信心。县委出台了《下
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为帮扶对象全部办理了《再就业
优惠证》，对开修理部、小卖部、理发店、租摊床等从事个
体私营经济的帮扶对象，凭《优惠证》享受工商、税务、城
管、卫生等相关部门的优惠政策，减免相关费用；对外出务
工人员实行“一免三减”，即免收报名费，减半收证卡费、
合同费、中介费。帮扶部门（单位）组织人员深入帮扶对象
家中，面对面地与帮扶对象交流，倾听帮扶对象意见，心贴
心地做帮扶对象思想工作，与帮扶对象谈心交友、增进感情，
极大地增强了帮扶对象脱贫致富的信心。

二是帮就业，着重安排帮扶对象工作岗位。参加帮扶的天泰、
嵩天、海达、伊利等大企业，都把帮扶对象安排在本企业适
当岗位就业，使他们有了一份固定工作和收入。政府办、宣
传部、第四中学等单位通过协调，把本单位帮扶的困难职工
安排在企业工作或灵活就业。目前已为54名帮扶对象安排了
再就业。

三是帮项目，着重引导帮扶对象自主创业。目前已筹集资
金16万元，启动创业项目帮扶5个。工信局、药品监督局、国
税局等单位为帮扶对象选择了致富项目。工信局为由连增在
小项目库中选择了淀粉设备制造，现在样机已经被吉林客户
买走，签订单近10台。县工商局帮扶滕少辉办起了铸造厂，
协调对其进行免费培训铸造技术，提供相关技术资料，帮助
筹措和减免各种费用达1万多元，去年年收入超过10万元，当
年实现脱贫。

四是帮技能，着重提高帮扶对象生存本领。技术监督局为张



立杰免费培训并核发了司炉证，安排他到供热公司从事司炉
工作。县委办、教育局、畜牧局、计生局等单位为帮扶对象
创造了学习就业技能的机会，并协调减免相关费用。县总工
会还把部分帮扶对象子女送进市总的技能培训班，使帮技能
培训的人数达到15人。

五是帮资金，着重解决帮扶对象实际困难。县交通局、人社
局等单位为帮扶对象协调了小额贷款，并动员亲友用工资折
进行了抵押。县委党校帮扶的困难职工郑海，夫妻双下岗，
且身体都有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靠在自家门前开个小
型洗车棚维持生活，去年夏天妻子患脑炎需住院治疗，但苦
于没钱而无法住院，党校就组织教职工为他家捐款20xx元，
缓解了他家的燃眉之急，春节期间党校还为其送去米、面、
油等生活必须品。结合送温暖活动，县直各帮扶单位为帮扶
对象送慰问金和慰问品折合人民币约1。6万元。

（五）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确保扶贫解困工程收到实效

在城市“一帮一”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紧紧抓住影响全局
工作的关键环节，理清工作思路，突出重点，不断提高帮扶
工作的质量，力求取得实效。

一是抓领导干部带头，发挥表率作用。各部门和各单位都把
扶贫解困工程作为一把手工程，坚持领导抓、抓领导，突出
领导干部带头，做到领导到位、对接到位、措施到位、帮扶
到位，形成了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县包扶部门的主要
领导带头与特困职工结成帮扶对子，带头深入职工家中送温
暖、出主意、谋发展，帮助寻找脱贫致富的路子，解决实际
问题；县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也都率先垂范，亲自部署、亲
自督促、亲自检查；各帮扶单位的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
认真履行职责，为各级干部做出了榜样，推动了帮扶工作的
有效开展。

二是抓先进典型示范，促进观念转变。针对部分特困职工受



计划经济影响太深、精神不振、观望犹豫、等靠依赖等思想
问题，我们培植和选树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业局、
畜牧兽医局等帮扶单位的典型和困难职工就业创业的典型，
认真总结他们的包扶经验和致富经验，召开了先进事迹报告
会，用先进的典型事例激励和鞭策后进单位，教育和引导困
难职工树立自主创业摆脱贫困的信心。

结合市委开展的“五个一”活动和县委开展了“百千万”工
程，号召机关干部大下基层，深入到群众之中，了解群众所
想、所需、所盼和所怨，解决实际问题，在机关干部中开展了
“我为下岗职工找岗位”活动，通过干部协调，使54名帮扶
对象实现了再就业。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了“送温暖、
送岗位、送权益”活动，对特困职工家庭进行了走访慰问，
解决帮扶对象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由工会、
劳动、司法等单位联合开展的劳动法宣传和知识竞赛，增强
了再就业职工的维权意识。

在扶贫解困工程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帮扶对
象个体差异性较大，缺少自主创业和自主择业的能力；二是
帮扶对象就业观念陈旧，部分存在等靠要思想；三是个别帮
扶单位帮扶的方法和措施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下步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
一是加大就业培训力度，增加培训投入，使有就业愿望而无
就业技能的帮扶对象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业脱贫；二是进
一步加大领导力度，特别是各帮扶单位的责任人要进一步明确
（换届人事变动后），体现工作的连续性；三是认真总结典
型，既要总结各帮扶单位的先进典型，又要总结各种类型的
脱贫典型，并以《扶贫解困工程简报》形式印发，用典型经
验指导基层工作，同时对工作不利的单位进行通报；四是对
帮扶对象自己选择的项目严格把关，特别是存在市场风险的
项目要格外慎重，确保帮扶对象不受损失，尽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