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大理市下关龙溪路 20 号 电话:编务管理中心:2121515 行政管理中心:2125377 大新传媒:2121525 2139222 邮政编码:671000 广告许可证:大工商广字 001 号 订价:298 元/年 零售每份 1 元 大理天龙印务广告有限公司印刷 电话:2511268 转 8113

4大新传媒主办
2018年7月10日 星期二 电话／2121525 投稿邮箱／dl2121525@126.com

本版责任编辑／王伟纲

特别报道

抓实遍访群众。统一组织 7
轮集中遍访工作，建立帮扶档案
8214份，精准制定了 10个乡镇、83
个村（社区）、822个自然村的脱贫
帮扶计划和 8214个到户脱贫帮扶
计划，做到“户户有帮扶计划、家
家有项目扶持”，实现挂包帮扶全
覆盖。2015 年创新并率先开展了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农村低保户

“两户合一”工作，对所有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和低保户进行精准识
别，真正做到了“把最贫困的群众
找出来”。精细编制规划，全县共
规划了 250 个项目，完成总投资
59.16亿元。

抓实住房保障。2015 年至今
共解决了 16074 户农户的住房问
题，全面消除了农村危房。解决
了 370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住房
问题，对易地扶贫搬迁的 332 户
1314人、同步搬迁的 650户 2754人
进 行 了 全 面 整 改 。 目 前 ，全 县
8214 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9546
人均有安全稳固住房，非贫困户
的C、D级危房全面排除。

抓实产业帮扶。全县 8214 户
29546 人贫困人口享受到少则一
项，多则六项的产业帮扶，“造血
式”扶贫力度大幅提升。一是坚
持“短能脱贫、长能致富”的原则，
短期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共扶持
贫困户种植蔬菜 16540亩、养殖能
繁母牛 10023 头、能繁母猪 13777
头、基础母羊 17175 只、脱温山地
鸡 179300 羽；长期重点培育壮大
烤烟、核桃、红雪梨、中药材产业，
有效提升贫困群众持续增收能
力。2016 年以来，全县共实施产
业发展项目 140个，总投资 2.84亿
元；实施到户产业小额信贷贴息
贷款 6.86 亿元，累计扶持 13011
户。二是创新产业帮扶模式，以
党建扶贫“双推进”为抓手，充分
发挥党支部在产业帮扶中的组织
保障和桥梁纽带作用，采取企业
帮扶、专业合作社帮扶、挂钩单位
帮扶等“党支部+贫困户+X”的帮
扶模式。2016 年，全县共有 25 家
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参与帮扶工

作，共帮扶贫困户 3060户，完成分
红 3060 户 1529.2 万元，村党支部
集体经济收入增加 100.69 万元；
2017 年，全县共有 26 家企业参与
帮扶工作，共计帮扶贫困户 3146
户，完成分红 3146 户 1572.2 万元，
村 党 支 部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增 加
100.69 万元。三是实施林业产业
脱贫、生态补偿脱贫等三大类 12
项措施，大力推进生态建设，让贫
困群众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道
路。2015 年至今，共整合投入林
业项目资金 1.4 亿元，投入林业产
业发展、生态工程建设及生态补
偿资金 1.1 亿元，贫困户累计受益
7291户。

抓实兜底保障。把部分家庭
成员丧失劳动力、通过帮扶能够
脱贫但暂不能脱贫的保留 A 类或
纳入B类保障，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作为暂不退出的 1.16%范围内
的继续予以扶持。把能够稳定脱
贫的低保贫困户纳入 C 类保障或
退出低保，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作为通过扶持达到“两不愁三保
障”标准予以正常退出。把完全
丧失劳动力的低保贫困户纳入 A
类，提高保障水平作为“兜底保障
一批”。全县针对利用产业、易地
搬迁、教育等多种方式帮扶仍然
未能实现脱贫的老弱病残等特殊
贫困人口 454户 1188人、特困人员
（五保户）1203户 1234人、孤儿 104
人等给予低保兜底，确保帮扶不
落一人。

抓实健康扶贫。一是着力解
决“看得上病”的问题，县乡村三
级医疗服务体系都达到了国家标
准，农村卫生室每千人拥有的医
生、床位数及设施、设备均达到了
国家标准。二是着力解决“少得
病”的问题，群众的生活习惯、卫
生 习 惯 、医 疗 习 惯 得 到 极 大 改
进。三是着力解决“看得起病”的
问题，一方面在城乡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医疗补充保险、医疗救
助、兜底保障“五重保障”的基础
上，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看病实行
先诊疗，后付费；另一方面降低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医疗方面的支
出，实行药品“零差率”，保障贫困
群众看得起病。四是着力解决

“看得好病”的问题，建立了乡卫
生院和县级医院联动机制、县级
和州附属医院联动机制，确保群
众看得好病。目前，省州健康扶
贫 30 条措施得到全面落实，贫困
人口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率均达 100%。今
年 2 月初，设立了健康扶贫基金，
共筹集到位资金 500万元。

抓实教育扶贫。一是提升均
衡发展水平。投入资金 6.6 亿元，
全面改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并
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评估认定。二是构建精准资助
体系。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

“两免一补”政策，共免贫困户子
女学费、书费 5814.18万元，发放生
活补助 4087.70 万元，贫困家庭学
生累计受益 33058人次；全面落实
非义务教育阶段“奖、助、贷、勤、
免、补”政策，共对贫困户子女发
放奖学金 119 万元，助学金 628.9
万元，实施助学贷款 2850.39万元，
免学费 625.64万元，贫困家庭学生
累计受益 7428 人次；积极争取社
会各界捐款，共计捐款捐物 668.17
万 元 ，贫 困 家 庭 学 生 累 计 受 益
40237 人次。三是设立了教育救
助基金，全县共投入教育救助资
金 511.698 万元，贫困家庭学生累
计受益 7184人次。四是创新举措
推进教育扶贫，实行乡村两级挂
钩干部、教师、家长三方共同控辍
保学包保责任制，有效杜绝了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

抓实就业帮扶。整合资源、搭
建平台、强化培训，促进农村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2016 年以来，
发展就业扶贫基地 1个，开设基层
就业服务平台 83 个，在大理市下
关设立了巍山县劳动力转移就业
服务站，对全县贫困劳动力累计
进行就业培训 13296人次，新增转
移就业 8635 人，组织现场招聘会
8 场 次 ，组 织 技 能 取 证 培 训 33
期。全县实现劳务经济收入 11.6

亿元，其中实现转移就业的贫困
人口增收 9799 万元。制定了劳
动力转移就业补贴政策，2017 年
共发放就业补贴 164.96万元，贫困
人口受益 1623人。

抓实资金管理。坚持涉农部
门项目资金总额的 40%以上资金
整合集中投向建档立卡贫困乡、
贫困村、贫困户，争取上级专款、
整合部门资金、发动群众筹资、争
取国家中长期贷款、搭建平台融
资等多措并举，多个渠道引水，一
个龙头放水。

抓实档案管理。每个村委会
拿出一间办公室专门收集脱贫摘
帽过程中的信息资料，形成户有
卡、村有册、乡镇有档、县有库的
资料信息系统。制定全县统一规
范的档案目录，组建档案督导组，
对全县 10个乡镇 83个村（居）委会
的档案进行督导检查，确保档案
统一规范。

抓 实 帮 扶 协 作 。 2013 年 以
来，巍山县先后与中国海洋大学、
上海市崇明区、中国冶金总局建
立了结对帮扶关系，争取到上海
援滇项目资金 1010 万元，整合部
门资金 61.2 万元，实施产业发展
项目 4 个、基础设施综合提升项
目 2 个，受益贫困村 8 个、非贫困
村 2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710 户
2608 人，帮助脱贫 1239 人。建立
了 75 个扶贫产业项目库，制定了
分年度沪滇协作项目规划和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提供就业意愿人
口 99 人，贫困人口转移就业 3810
人，组织到江苏省无锡市职业院
校学习 63 人次，举办专场招聘会
2 次 、职 业 技 术 技 能 培 训 10 期
1000 人 次 ，实 现 就 业 脱 贫 405
人。中国海洋大学先后向巍山捐
款捐物 416.45 万元，并把巍山一
中设为中国海洋大学优秀生源
基地并授牌。中国冶金地质总
局支持巍山项目资金 53 万元，
投向基层党建和捐资助学等工
作。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与巍宝
山乡结对帮扶，2017 年捐赠资金
50万元。

巍山突出精准扶贫巍山突出精准扶贫
确保脱贫攻坚成效确保脱贫攻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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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 8 月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巍山县坚持以脱贫攻坚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突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推进“六个精准”“七个一批”工程，狠抓农村水、电、路、住房等基
础设施，抓实产业扶持和就业帮扶，高度关注教育、健康等民生热点，
出台系列政策，推出系列举措，推进系列工作，全县脱贫攻坚取得明显
成效。

巍山县是国务院列入的滇西边境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工作县，是
云南省15个首批脱贫摘帽县之一，也是大理州5个首批脱贫摘帽县之一。
2013年,全县共有2个贫困乡、23个贫困村（2016年省州新认定17个，全县共
有40个贫困村）、8214户29546人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0.82%。2014年
至今，全县共有26401人稳定脱贫，综合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16%，达到了贫
困县脱贫退出标准。

深化认识，制定措施。2015年
10 月以来，出台了以《关于举全县
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为纲
的“1+8”配套文件，及时出台了《巍
山县贫困乡村出列和贫困人口减
贫计划》等 83 个重要政策文件和
实施方案，内容涉及产业扶贫、易
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扶贫、交通
扶贫、水利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金融扶贫、农村危房改造、资产
收益扶贫等。

宣传培训，营造氛围。采取召
开工作会议、专题会议、组织学习、
组织脱贫攻坚政策考试等方式，及
时掌握脱贫攻坚政策。全县共召开
县委常委会议10次、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全体会议15次、脱贫工作推进
会议 115 次，共组织全县脱贫攻坚
政策考试 3 期，参加考试干部职工
7800余人次，及格率达100%。及时
编制印发了扶贫、教育、卫计、民政、
发改、住建、林业等 14 个行业部门
扶贫政策口袋书和《巍山县脱贫攻

坚政策宣传提纲》。
深入开展万名干部“大下乡、大

入户、大宣讲”行动、“自强、诚信、感
恩”“我是扶贫一线共产党员”主题
实践活动。省州县挂包责任部门
3432 名挂包干部对 8214 户挂包农
户入户宣讲 2 万多场次，县级宣讲
小分队到乡镇集中宣讲10次，各乡
村挂包干部及驻村扶贫工作队到行
政村和自然村集中宣讲 3700 多场
次。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新
闻媒体、网络等工作平台宣传报道
扶贫开发工作中涌现的先进经验、
典型事例、模范人物。2015 年以
来，巍山县扶贫开发宣传信息被上
级媒体刊载报道 936 条，其中：国
家级 42 条，省级媒体 166 条，州级
728 条。在巍山电视台、《巍山消
息》等开设脱贫攻坚专栏，及时刊
播全县14个行业部门的政策解读，
并在各乡镇、村、组，利用村民活动
场所和小广播、“大喇叭”进行每天
播放宣传。

树牢“四个意识”脱贫攻坚政策落实到位

强化主体责任。成立了由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县委副
书记、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等 7
名县级领导任副组长的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成立了县脱贫摘帽退出专
项工作办公室，从全县各单位抽调
了 50 名业务骨干充实其中。各乡
镇单独设立了乡镇扶贫开发办公
室，配足驻村扶贫工作力量，共下派
驻村扶贫工作队 83 支、工作队员
352 名，40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采取

“6+X”模式，每个村有 6 名以上驻
村工作队员；43个非建档立卡贫困
村采取“1+2+X”模式，每个村至少
有3名工作队员。

明确帮扶责任。实行县委常委
挂包10个乡镇、其他县处级领导挂
包4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中央省州
县乡五级干部共 3432 人挂包全县
8214户贫困户的工作责任制，各级

共 102家挂包单位分别联县、挂乡、
包村，实现了“挂包帮”全覆盖。

切实履行职责。县四班子领导
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头认真
学习、研究、落实脱贫攻坚政策，带
头联系乡镇、联系贫困村，挂钩帮扶
贫困户，带头落实“三向问责”“三三
制”“群众会议制度”“三个一”“五净
两规范”等制度。全县各级干部转
变作风，认真履行“挂包帮”职责。

严肃工作纪律。对脱贫攻坚工
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违
法违纪行为的进行严肃查处。明
确优先从脱贫攻坚一线提拔和使
用干部，对驻村帮扶队员考核结果
优秀的，在评先表优、提拔使用、晋
升职级等方面优先考虑，进一步激
发了驻村扶贫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和主动性，提拔优秀驻村扶贫工作
队员50名。

坚持问题导向 脱贫攻坚责任压实到位

创新工作方式 脱贫攻坚工作落实到位

贫困户喜领分红款贫困户喜领分红款

生猪养殖助脱贫生猪养殖助脱贫

生态蔬菜喜获丰收生态蔬菜喜获丰收

贡菜产业助农民增收致富贡菜产业助农民增收致富

教育扶贫惠及贫困学生教育扶贫惠及贫困学生

滇红花开富万家 高山生态茶叶全面开采高山生态茶叶全面开采

企业帮扶致富快企业帮扶致富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