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综述

2021 年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

过渡期的第一年。

新征程，新起点，新

使命。脱贫成果如何

巩固？如何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怎样才

能让农民群众增收可

持续、脱贫群众生活更

上一层楼？困难与希

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

存。2021年，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

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带

领全市人民迎难而上、

砥砺奋进，向党和人民

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平顶山市在河南

省 2021 年 度 巩 固 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后评

估中荣获“好”等次，且

位列 18 个省辖市（示

范区）第一名。这是我

市在脱贫攻坚成效历

次考核、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后评估首次

考核中取得的最好成

绩，实现了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

期的“开门红”。

广 袤 沃 野 谋 振 兴

宝丰县赵庄镇逆流渔具电商直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

生活更上一层楼。

2020 年，平顶山作为河南脱贫攻坚主战场

之一，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县全部摘帽，区

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胜利书写了脱贫攻坚

的平顶山篇章。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

2021年，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大力弘扬脱贫攻坚

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把五年过渡期作为守底线、补短板、强弱

项的重要机遇期，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作为头等大事，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根本之

举，着力在巩固、拓展、衔接上下功夫、见实效，

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我市在全省率先调整成立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

市委书记张雷明任第一组长，市长赵文峰

任组长，市委常委及相关市领导任副组长，7个

县（市、区）、107 个有巩固脱贫攻坚任务的乡镇

全部成立领导小组，实现了机制再完善、队伍再

充实、干劲再提升、力度再加强，确保政令畅通、

上传下达、高效联动。

市委常委会会议先后 7 次、市政府常务会

议先后 5 次听取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情况汇报，

市主要领导谋划部署阶段性工作重点。

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领导小组以市县乡村四级视频会议形式先后3次

召开工作调度会，工作部署“一竿子插到底”。

关键节点，市委副书记赵宏宇每天召集一

次碰头会、每周组织一次调度会，研究解决工作

推进中的重点、难点。同时，建立专项推进、定

期通报、捆绑追责、跟踪督导等多项机制，确保

各级责任压紧压实、工作落实到边到底。

今年 2月，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我市作

为唯一一个省辖市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

典型发言。“十四五”开局起步首场战役的旗开

得胜，有力地鼓舞了全市士气，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健康发展注入了活力。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做好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

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是乡

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

为此，我市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对易

返贫致贫人口实施精准监测，创新推行“建立一

套制度、发布一个公告、建立一本村档、收集一

本户档、张贴一面‘暖心墙’”的“五个一”工作机

制，实现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程序化、规范化、

可视化，并统筹全市督导力量，实行网格化管

理，放低识别门槛、扩大监测范围、简化工作程

序，确保监测对象及时发现、应纳尽纳、识别无

遗漏。

同时，我市还积极开展“放心村”“标杆村”

打造活动，通过 5 轮围村普查，排查整改隐患、

问题 2.5 万多条，将全市所有村打造成“无返贫

致贫风险隐患”的“放心村”，60%的村打造成

“班子强、环境优、有产业”的“标杆村”。同时，

我市还创新建立了巩固拓展脱贫成果落实行业

政策联络员制度，在各村以永久性展板的形式

公开 22 项行业政策内容，公示县乡联络员姓

名、电话，方便群众随时咨询政策，帮助群众解

决实际问题，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去年，全市纳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三类户”共计 16651 户 50491 人，通过开展“一

对一”精准分类帮扶已消除 6014户 19628人，风

险消除占比 36.8%。

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我市

还研究制定了《健全防返贫致贫和低收入人群

动态监测帮扶机制的实施意见》，建立发现响

应、评估核查、精准帮扶、风险消除四大机制，以

家庭为单位，围绕收入支出、“两不愁三保障”及

饮水安全状况等主要指标，对脱贫不稳定户、边

缘易致贫户及突发严重困难户等“三类户”开展

动态监测，尤其关注农村大病重病患者，负担较

重的慢性病患者、重度残疾人、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失能特困老年人口等困难群众，做到“发

现一户、监测一户、帮扶一户”。

为确保政策持续发力、投入力度不减，我市

调整优化市本级政策 13项，实现脱贫人口、监测

对象民生保障类、兜底救助类、发展类政策应享

尽享，并严格落实衔接资金投入要求，去年中

央、省委、市委、县委四级衔接资金投入规模

96376 万元，比上一年增长 3.39%，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

去年，我市紧紧扭住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

有产业、有就业、有收入和发展可持续“三有一

持续”工作主线，紧紧守住不发生一户一人返

贫致贫工作底线，千方百计稳产业、保就业、增

收入，持续提升脱贫成效。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我市

做足土地、荒山荒坡、旅游、服务、加工“五篇文

章”，因地制宜培强特色种养业、培优特色林果

业、培大乡村旅游业、培育现代服务业、培长农

业产业化链条。

—— 推 进 园 区 建 设 ，激 活 乡 村 产 业“ 龙

头”。我市围绕汝州生猪、舞钢肉鸽、鲁山香

菇、郏县红牛、叶县富硒小麦、宝丰珍稀菌、石

龙富硒红薯等“一县一业”发展格局，实施“带

链园企”一体推进和特色产业提升工程，5个乡

镇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4 个产业园获批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郏县红牛获批参建豫西

南肉牛产业集群，培育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166家，发展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6424个。

——探索“联村共建”“四链四金”模式，舞

活乡村产业“龙身”。建立联合党总支，组织产

业、地域相近的村实施“联村共建”，推动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围绕“党组织建在产业链、党

员聚在产业链、人才育在产业链、农民富在产业

链”闯新路，形成“土地流转得租金、就近务工得

薪金、入股经营得股金、资产收益得利金”的利

益联结模式，真正把群众嵌入产业链条，带动

21.5万户村民在产业发展中共建、共富、共享。

——强化产业发展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摆

活乡村产业“龙尾”。我市修订完善《平顶山市

脱贫攻坚以来扶贫资产管理办法》，探索形成

了明确所有权、放活经营权、强化管理权、保障

收益权、落实监督权、规范处置权“六权同确”

模式，进一步强化扶贫项目资产特别是产业发

展项目资产的后续管理。

脱贫人口稳岗就业事关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事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去年，我市依托三级体系，精准服务促进稳

定就业。建立完善“县有就业局，乡有社保所，村

有就业服务中心”三级就业服务体系，不断提升

就业组织化程度，实现“应培尽培”“应就尽就”。

——全面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

设，组织“订单式”培训。每个县（市、区）至少

建立 3 所培训学校、每个学校至少设置 3 个不

同专业，使脱贫劳动力按照个人兴趣就近自主

选择培训课程。

——大力开展“点对点”就业服务，促进转

移就业。在市域内，全面摸排转移就业需求，

升级建设“智慧就业”四级网络推进就业服务

“一网通办”，开展统一组织、统一体检、统一包

车、统一跟车护送、统一防护保障、统一发放生

活防疫物品“六统一”服务，组织专列、专车“点

对点”输送，对跨省就业的脱贫人口给予一次

性交通补贴，帮助近万名农民工返岗复工。

——创新打好带动、吸纳、拉动“组合拳”，

促进就近就地就业。我市出台奖补政策，激励

带贫主体带动 7.8万农村居民参与生产经营；加

强扶贫车间运行动态监测，146 个扶贫车间吸

纳务工 3291人，其中脱贫户 1243 人，人均月增

收 1000元。

——着力实施人才“归根”工程，壮大返乡

入乡创业新动能。我市分级分类建立人才信

息库和项目信息库，开展好“拜访、回乡、建言”

三大活动，促进人才、技术、项目、资金“四个回

归”，充分利用在外务工人员、大学生、退役军

人、成功人士“四支队伍”，大力发展“归雁经

济”，目前累计掌握在外优秀人才资源 11.3 万

人，吸引在外人才 6230人返平创业就业。

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任务艰巨。我

市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

乡村全面发展。

在政策衔接方面，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应国家部委出台的过渡期

调整优化脱贫攻坚政策，以及省直相关部门细

化完善政策，结合市情实际创新出台政策措施

27个，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有效衔接政策体

系，做到工作不留空当、政策不留空白。

在力量衔接方面，我市及时将市县两级扶

贫开发办公室更名为乡村振兴局，乡（镇、街道）

扶贫办更名为乡村振兴办，实现了市、县、乡三

级人员体系整建制转隶。

在机制衔接上，我市将脱贫攻坚中形成的

组织领导、条块责任、工作推进、资金保障、社

会帮扶、政策支持、考核评估等管用好用的制

度机制，有效衔接、有机转换到乡村振兴上来，

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

重点转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集中资源支持脱

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2022年初，我市落实省委“坚持项目化、方

案化、清单化管理”要求，制定出台《平顶山市巩

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

任务分解及督导评价办法》，从守底线、抓衔接、

促振兴、争一流四个方面，将全年工作细化为 21

个大项 38个小项 95个指标，分级分类把各项任

务具体到季度、月，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再上新台阶。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从摆脱贫困到乡村

振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平顶山乘胜势、强气势，保持攻

坚的拼劲和闯劲，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向着共

同富裕的目标大步迈进，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张亚丹）

本版图片均由市乡村振兴局提供

扛牢政治责任，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强化监测帮扶，坚决守住防贫底线

聚焦深化拓展，持续提升脱贫成效

加强谋划落实，精准推动有效衔接

舞钢市天成鸽业公司肉鸽规模化养殖

郏县堂街镇瑞宝红牛养殖基地

鲁山县观音寺乡九九乡情农业有限公司自动化香菇育种种植基地

汝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四季恒温猪舍

叶县任店镇韭菜规模化育种种植基地石龙区富硒红薯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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