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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类人群”抓监测
始终把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建立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的底线。一是日常化排查。聚焦1个群体（所有
农村居民），紧盯3类人群（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
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关注9类家庭（受灾户、突发意
外户、低保户、五保户、大病慢性病户、残疾户、失能
老人户、困境儿童户、失业人员户），坚持日常化排查，
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二是常态化预警。投资 81万元，
建立夏邑县脱贫巩固大数据监测平台，通过农户自主申
报、基层干部排查、部门数据推送、平台监测预警等监
测途径，做到早预警、早干预。三是精准化帮扶。实行
一户一档，明确帮扶责任人，因户精准施策，通过产业
带、就业扶、兜底保、扶志激、社会助等针对性帮扶措
施，全县监测对象中，落实就业 311户，提供小额贷款
16户，提供公益性岗位72户，危房改造15户，饮水安全
保障14户，健康帮扶2857户，教育帮扶25户，综合保障
646户，生活条件改善63户，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四
是规范化进退。严格遵循“承诺授权、信息比对、村级
初选、乡镇确定、录入建档”五道识别程序和“村级评
议公示、乡镇确定公告、标注风险消除、告知监测对
象”四道消除程序，做到识别规范、消除合规。截至 10
月底，全县共识别“三类人群”4268户 9910人，已消除
返贫致贫风险1836户3945人，风险消除户数占43%。

聚焦巩固拓展抓提升
一是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做大特色产业。安排资金

16795万元，实施项目 26个。全县发展食用菌菇棚 1.2万
亩，产值超10亿元；种植优质西瓜17万亩，总产量65万
吨，产值 20多亿元；种鸭存栏 200万羽，成为全国生态
养鸭第一县；打火机生产企业 219家，年产打火机 50亿
支，产值超 30亿元，从事打火机组装、务工等 4200多
人；中国结等工艺品从业人员3万余人；网上店铺3万余
家，电商经营企业 5400家，有 9个淘宝乡镇，总数全省
第一；有 4个淘宝村，总数全市第一，电商交易额突破
40 亿元，在阿里研究院公示“2021 年农产品电商百强
县”中，夏邑县位列全国第 16位；龙港湾智慧农业发展
到 5093亩，建设规模、科技含量全国领先，2021年被确
定为“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河南仅2个、商丘唯一）。
同时，抓好扶贫车间、光伏电站运维管理、收益分配等
各项工作，带贫效果十分显著。目前，全县形成了“小
蘑菇撑开致富伞、大西瓜圆了致富梦、中国结搭起致富
桥、打火机照亮致富路、桂柳鸭唱响致富曲”和“农村
电商编织致富网、智慧农业催开致富花”的“5+2”产业
发展格局。做强龙头企业。拥有省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34
家、农业产业化联合体1个、各类产业化组织316家、专
业合作社1989家、家庭农场2400家，土地规模流转面积
55万亩以上。做优品牌农业，培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7
个，认定地标产品 3个、绿色食品 4个、无公害农产品
211个，“三品一标”基地面积 92.5万亩，数量居全省前
列、商丘第一。2021年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单位。二是抓好脱贫人口稳岗就
业。紧抓“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机遇，加大技能
培训力度，县乡村振兴部门完成职业教育培训 2171人、
短期技能培训395人，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800人。县人
社部门开发公益性岗位 592个，开展技能培训 45期，培
训技能劳动力 5146人。累计开发乡村保洁、护路护河等
就业岗位 9800个，完成脱贫人口务工就业 53599人，占
目标进度的107.38%。三是抓实消费扶贫。认定扶贫产品

688个、注册供应商 289家，位居全市第 1位。设立消费
扶贫专区4个、专馆1个、专柜60个，认证扶贫产品221
个，培育市场 56个；千企销售“五进”行动参与企业
132个，销售额 1.34亿元；预算单位采购行动参与食堂
265 个，参与工会 245 个，采购额 0.51 亿元；成功举办

“第四届西瓜文化节暨 2021电商助农”“2021年丰收中国
万里行大型宣推活动”，消费扶贫金额累计达26亿元。

聚焦乡村振兴抓衔接

一是做好机制衔接。成立县委书记、县长“双组
长”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
组，组建 17个工作专班，建立县级领导包乡联村制度，
层层签订承诺书、立下军令状，做到领导不松手、干部
不松劲。二是做好政策衔接。出台《夏邑县关于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
等衔接政策文件，按照“延续、优化、调整”的总体思
路，对教育、健康、住房、产业等政策调整优化，共梳
理“四个不摘”政策举措 104 项，其中，延续政策 55
项、优化政策21项、调整政策17项、新增政策11项，确
保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衔接。三是做好队伍衔接。组建
县乡村振兴局，县乡工作机构、人员保持不变。做好驻
村第一书记轮换工作，现有驻村第一书记 143名，坚持

“以老带新”，33名老驻村第一书记年内不撤离，持续做
好驻村工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驻村第一书记管
理的通知》，认真落实“五天四夜”工作制，继续落实

“召回”、优先提拔重用等措施。同时，保持帮扶责任人
不变，定期开展走访活动，帮助解决脱贫群众“急难愁
盼”。四是做好项目资金衔接。统筹整合衔接资金 25792
万元，比 2020年增加 1800万元，实施项目 92个，其中，
基础设施项目63个，产业项目26个，其他项目3个。

聚焦工作机制抓创新

在借鉴脱贫攻坚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工

作机制，不断激发工作活力。一是实行“一清单三机
制”督查法，增强工作执行力。为压实各级责任，夏邑
县实行问题整改清单、通报机制、约谈机制、问责机制

“一清单三机制”督查工作法，把压力变为动力。“清单
化”整改，抽调 26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成立 6个督查巡
查组，分片包乡高频次、全覆盖督查，对督查发现的问
题，列出问题清单，下发督查交办函，限期整改到位。

“点对点”通报，坚持日通报制度，通报点人、点事、点
细节。对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通报表扬；
对重视不够、措施不力的通报批评，主要领导大会表态
发言。“面对面”约谈，针对督办、通报不能如期整改
的，对相关乡镇和部门主要负责人约谈提醒，传导压
力，打通问题整改的痛点、堵点。“实打实”问责，约谈
提醒后仍然整改不到位的，县纪委监委启动问责程序。
二是开展“三大一实”活动，增强工作凝聚力。为全面
补齐弱项漏项，组织开展大走访、大座谈、大提升、办
实事“三大一实”活动。大走访，县级领导遍访脱贫村，
乡镇领导遍访“三类户”和重点人群，村党支部书记、驻村
第一书记遍访所有农户，帮扶责任人遍访帮扶对象，宣传
帮扶政策，查找短板弱项。大座谈，县级领导同乡镇和县
直单位座谈，乡镇领导同村组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座谈，明
确职责，压实责任。帮扶责任人到帮扶对象家中“坐一坐、
谈一谈、讲一讲”，谈近几年家庭和村庄的变化，谈帮扶工
作成效，讲党的好政策，提高政策知晓率和满意度。大提
升，通过对走访和座谈发现问题的整改，提升“两不愁三保
障”水平、提升帮扶质量、提升防返贫动态监测质量。办实
事，在走访和座谈的同时，全县帮扶责任人积极开展为帮
扶对象修缮门窗、更换玻璃、打扫卫生、申请小额贷
款、办理慢性病本、送戏下乡、开展义诊、购置清扫工
具等形式多样的办实事活动。自活动开展以来，县、
乡、村三级 8000余名干部走村入户问需求，广泛座谈听
意见，补短强弱促提升，倾情办事暖民心，走访帮扶对
象5万余户，办实事、好事46128件，受到广大群众的一
致好评。活动的开展，补齐了短板弱项，提升了工作成
色。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夏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综述

坚持高位推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要论述及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政治责任，着力抓好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不断深化“五级联动”工作体
系，严格执行中央“五级书记抓脱贫成果巩固”要求，
并实行区“四大班子”领导联系乡镇，分包脱贫村、脱
贫户及监测户，区直单位驻村帮扶，机关干部一对一帮
扶脱贫户、监测户。同时，坚持把脱贫攻坚列为区委常
委会、区政府常务会的常设议题，定期学习研究中央和
省委、市委对脱贫攻坚的安排部署和政策要求，认真研
究落实措施。

坚持做到“四个不摘”。持续落实脱贫村、脱贫人口
的相关帮扶政策和工作机制，坚持做到“四个不摘”，保
持过渡期内政策总体稳定性，同时做好“三类人员”监
测和帮扶工作。坚持不摘责任，对驻村第一书记，脱贫
户、监测户帮扶人认真审核选派，对脱贫户、监测户的
帮扶入户再规划、过程再监管、结果再严格、教育再深
入。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驻村第一书记、支部书

记、帮扶责任人、行业部门负责人对脱贫户、监测户进
行了遍访，截至目前，共走访 1.6万户（次），排查出问
题 1788 条，已全部整改到位。坚持不摘政策，根据中
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各行业部门结合本地实际，
对政策举措进行调整优化，并将调整优化后的政策落实
到位。继续对脱贫户全覆盖落实产业、医疗、教育、低
保、金融等所有扶持政策，坚决防止政策“缩水”，影响
巩固脱贫成效，同时根据目前调整的政策，做好“三类
人员”的政策落实工作。坚持不摘帮扶，对所有脱贫户
继续精准帮扶，以稳定脱贫、防止返贫为底线目标，对

“三类人员”强化帮扶力度，以消除风险、防止返贫致贫
为工作任务，全面补弱固强，重点在产业和就业扶持上
再固本强基、拓展门路、开辟新路，促其持续稳定增收
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不摘监管，继续把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作为纪律审查和监管的重要内容，对巩
固脱贫成果中政策落实、项目安排、资金使用、责任落
实和工作作风等问题进行督查。

坚持政策落实到位。第一，饮水安全得到保障。扎
实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采取新建、改造、管网延
伸、水源保护、水质监测等措施，对全区 1366个自然村
进行了水质安全检测，进一步提高脱贫地区集中供水
率、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障程度。2021年农村饮水维修
养护项目共投资 113 万元，涉及 8 个乡镇的 9 个供水厂
（站），共有 117个行政村 14万人受益，其中受益脱贫村
15 个，受益脱贫人口 7733 人。实现全区供水保障率
100%，自来水普及率 95%。第二，农村危房改造实现突
破。一是安全评定全覆盖。对全区所有脱贫户、监测户
住房进行安全评定，做到一户不落。二是分门别类促整
改。采取“拆、改、搬、标”的方式，对所有危房进行
全面整治，对于长期无人居住的危旧房，理性做好危旧
房拆除，严防强行拆除；对确有特殊原因暂时不能拆除
的破旧房屋，做好标识；对于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全
部进行修缮或重建；对不符合改造条件、子女有安全住
房的老人户，做好思想工作，接入子女家中居住。三是

应改尽改强投入。今年以来，争取中央、省危改资金322
万元，为 161户进行危房重建、修缮，其中 18户为脱贫
户。区财政出资 90万元，对已实施危房改造后房屋出现
破损现象的 37户“六类重点对象”再次进行危房改造，
目前已全部重建、修缮到位。截至目前，全区已实现危
房动态清零。第三，健康帮扶提质增效。一是脱贫人口
参保率达到100%，该区为享受政策的脱贫户、风险未消
除的监测户、特困人员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给予全额支
付参保费用，减轻了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的参保压力，
增强了就医保障。二是门诊慢性病增加到 30种，门诊重
特大疾病增加到 35种。对符合门诊慢性病办理条件的人
员，可随时申请办理，在门诊治疗时享受慢性病病种相
应补助标准。截至2021年10月31日，共为脱贫人口办理
慢性病 1900人，门诊慢性病报销 1624170.29元。实现脱
贫人口慢性病卡应办尽办、应报尽报。三是在实现全员
享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医疗救助的
基础上，区财政投入资金，按照每人230元标准为所有享
受政策的脱贫人口购买医疗保障扶贫保险和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对住院医疗费用给予兜底报销。四是实现全区
卫生室全覆盖。全区共有566个村卫生室，实现了299个
行政村均有村卫生室，29个脱贫村标准化卫生室正常使
用，均配备了合格村医，完善了设施设备，常用药品能
够满足群众需要，村卫生室、合格村医全覆盖。五是各
乡镇卫生院成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213个，脱贫人
口、监测对象签约率100%，并根据协议书内容提供建立
健康档案、电话咨询、入户访视、健康教育等服务项
目，不断提升签约服务质量。六是通过印发宣传单册、
入户宣讲、健康教育讲座、巡诊义诊等多种方式对脱贫
人口进行政策宣讲和健康教育，不断提升政策知晓率和
健康素养水平。七是向所有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发放了
健康扶贫就诊卡，健康扶贫爱心药箱实现全覆盖，配备
了常用药品和医用耗材，并定期给予补充调整。为脱贫
人口、监测对象提供每年至少两次免费健康体检，发现
病情及时给予治疗。截至 10月底，该区脱贫人口住院报

销 1666.26万元，其中住院基本医疗发放资金 1473.34万
元，4810人次；大病医疗发放资金 160.80万元，473人
次；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发放资金 32.12万元，1030人次；
医疗救助补偿金额564.82万元，21064人次，确保脱贫人
口住院费用应报尽报。同时，为 6910名脱贫人口全额代
缴基本医疗保险，确保全员参保，不少一人。第四，教
育帮扶应助尽助。一是采取综合措施控辍保学。逐级签
订了目标责任书，采取一对一、人盯人的办法劝辍学学
生回校读书。认真开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等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关爱体系，落实资助
政策，避免因贫辍学。二是强化资金扶持。2021年，全
区预计资助家庭经济贫困学生20200人次（含建档立卡户
951户，2013人次），发放资助资金 1501.6万元（含建档
立卡户资助资金210万元）。2021年春季全区各级各类学
校家庭经济贫困学生共资助10383人次，发放资助资金约
754.39万元。

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合理安排项目资金，优化支出
结构，调整支持重点，一是投入区财政资金 8829万元、
上级补助资金 300 万元，完成“通村入组”道路建设
115.424公里，通畅自然村 134个，实现全区自然村通畅
率达到 100%。二是争取路网改善资金 530万元，完成农
村公路县道改善5.3公里。三是完成农村公路危桥改造39
座，完成投资 3569万元；争取 2021年度危桥改造资金
2326万元，计划改造农村公路危桥20座。四是完成农村
公路安防建设，消除隐患 185.8公里，完成投资 1154万
元，基本消除农村公路安全隐患。

脱贫人口收入持续增长。脱贫户人均纯收入由 2013
年的 2865元增加到 2021年的 10409元，年均增幅 31.6%。
299 个行政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
118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在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厕所革命”和“六改工程”、危房改造、
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村容村貌、户容户
貌改善明显，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100%，通宽带比例达
到100%，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

脱贫攻坚显成效 乡村振兴动力足
——睢阳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综述

县（市、区）

永城市

夏邑县

虞城县

示范区

梁园区

睢阳区

总贷款
余额户贷率

24.41%

18.28%

21.54%

17.66%

19.66%

19.91%

排 名

2

9

5

10

8

7

纳入年度实施计
划项目开工率

100.00%

100.00%

98.81%

100.00%

100.00%

100.00%

排名

1

1

10

1

1

1

已享受帮扶政策户数
占监测户比例

99.3%

99.9%

100%

100%

98%

90.3%

排名

5

4

1

1

7

9
（本版由商丘市乡村振兴局供稿）

商丘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主要指标通报表
2021年12月11日

县（市、区）

宁陵县

柘城县

睢 县

民权县

商丘市

总贷款
余额户贷率

20.53%

26.94%

21.91%

22.86%

21.64%

排 名

6

1

4

3

纳入年度实施计
划项目开工率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9.74%

排名

1

1

1

1

已享受帮扶政策户数
占监测户比例

100%

96.1%

98.7%

79.8%

96%

排名

1

8

6

10

今年以来，夏邑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
省、市决策部署，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坚持责
任不松动、力度不减弱、政策不断档，久久为功，
持续发力，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接续推进乡村
振兴，为建设“五个夏邑”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睢阳区委、区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建立健
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两不愁三
保障”成果，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发
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狠抓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加
强扶贫资产管理，全面提升农村整体发展水平，紧
盯目标、苦干实干，有力推进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全区脱贫村村容村貌明显提升，脱贫群众和监测对
象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