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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 我区出台精准扶贫地方标准
文/本报记者 马丽侠

“借助标准化手段推
进扶贫脱贫工作，使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全过
程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
循，是深入开展扶贫工作、
克服扶贫工作瓶颈的有效
措施。”5月15日，自治区质
监局副巡视员、新闻发言
人冯晔在内蒙古自治区精
准扶贫地方标准新闻发布
会上说。近年来，贫困地区
脱贫能力显著提高，精准
扶贫措施更加得力，农村
牧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目前，我区扶贫工作进入

“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
冲刺阶段，消除贫困的任
务依然艰巨，需要进一步
改进扶贫开发管理水平，
优化扶贫工作流程，群策
群力，确保按时、优质地完
成扶贫脱贫任务。为此，自
治区质监局与自治区扶贫
办通力合作，经过大量调
研、反复论证，制定了《扶
贫对象识别规范》等8项自
治区精准扶贫标准，并于4

月15日正式发布。这也是
全国首个精准扶贫省级地
方标准。

7月15日实施

为制定出切合自治区
实际的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标准，自治区质监局与
自治区扶贫办做了大量艰
苦细致的工作。首先是在
自治区东、中、西部选取6
个具有代表性的贫困旗县
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入户调
查，重点了解帮扶措施、贫
困原因、脱贫退出、产业和
项目管理等方面情况，然
后派员赴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湖
北省十堰市等单位及地区
考察调研，学习区外制定
和实施精准扶贫标准化工
作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
法。在大量调查、反复研究
的基础上，两个单位共同
提出《扶贫对象识别规范》
等8项自治区精准扶贫标

准，并在自治区质监局立
项，于4月15日批准发布,7
月15日正式实施。我区率
先制定精准扶贫系列地方
标准，得到了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的鼎力支持、
及时指导和充分认可。

这8项精准扶贫地方
标准的名称分别是《扶贫
对象识别规范》、《扶贫扶
持措施规范》、《干部驻村
帮扶工作规范》、《扶贫项
目管理规范》、《扶贫资金
使用规范》、《扶贫档案管
理规范》、《扶贫工作成效
考核评估规范》、《脱贫退
出管理规范》。这些标准主
要涉及精准识别、精准帮
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4
个方面内容。

“五看”识别扶贫对象

“一看房，二看粮，三
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有
没有读书郎，五看家里有
无病人躺病床。”对于扶贫

对象的选择，精准识别是
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基本
前提。《扶贫对象识别规
范》就是对扶贫对象的识
别方式、评定依据、评定程
序、认定条件、信息采集与
录入、档案管理和动态管
理等内容进行明确，将贫
困户、贫困村准确有效地
识别出来，并且依此建立
贫困户和贫困人口档案
卡，以便根据致贫原因和
帮扶需求确定扶贫方法。

《扶贫对象识别规范》
中明确规定，评定依据统
一执行国家扶贫标准，农
牧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
（2010年不变价）。综合物
价水平和其他因素，2015
年扶贫标准为 2855 元 ，
2016年扶贫标准为2952
元，2020年则约为4000元。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对象的
认定，认定条件包括建档
立卡贫困户和需要同步搬
迁的农牧户，优先安排“山
大沟深”、“交通不便”、“生
存环境恶劣”、“住房状况
差”、“常住户较少”、“一方

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
嘎查村。

值得注意的是，每年
对扶贫对象进行一次动态
调整，对达到脱贫标准的
作为脱贫处理；对返贫的
重新纳入存量贫困人口管
理；对新增的贫困人口纳
入存量贫困人口管理。数
据更新要及时，有进有出，
动态管理。

贫困人口退出实行民

主评议

《脱贫退出管理规范》
规范了自治区动态管理的
贫困退出工作。这项标准
根据贫困户建档立卡统计
工作情况，结合扶贫脱贫
工作实际，明确了脱贫退
出管理的基本原则、退出
标准、退出程序及保障措
施。其中，贫困人口退出以
户为单位，主要衡量标准
是该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

“吃穿不愁”、“饮水安全”、
“住房安全”、“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有保障”。贫困
嘎查村退出以贫困发生率
为主要衡量标准，统筹考
虑村内基础设施、基本公
共服务、产业发展和集体
经济收入等综合因素。原
则上，贫困嘎查村贫困发
生率降至3%以下即可退
出。贫困旗县包括国家重
点贫困旗县和自治区重点
贫困旗县。贫困旗县的退
出以综合贫困发生率、错
退率、漏评率及群众满意
度为主要衡量标准，统筹
考虑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率及贫困嘎查基础
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任务完成率等综合因素。

不过，贫困人口退出
应坚持正向激励。贫困户、
贫困嘎查村、贫困旗县退
出后，在一定时期内，国家
和自治区原有扶贫政策保
持不变，支持力度不减，留
出缓冲期，确保实现稳定
脱贫，对按计划脱贫摘帽
的贫困旗县，自治区给予
奖励。盟市也可结合实际
制定相关政策。

5月8日，历经近两年筹
备的电影《绝密工程》在阿
拉善盟额济纳旗举行了隆
重的开机仪式。《绝密工程》
由丁海峰、甘婷婷、张雅萌、
于洋、淳于珊珊联袂主演，
李幼斌友情出演……

秉承先辈奉献精神

当日，天公不作美。额
济纳旗刮起了大风。然而
《绝密工程》摄制组人员的
热情依旧，开机仪式如期
举行。演员丁海峰、甘婷婷
等主创人员悉数到场。

摄像机揭幕仪式后，摄
制组人员赶赴拍摄现场。拍
摄场地环境较为恶劣，对演
员和制作人员来说，这无疑
是一次考验。而当年，为“两
弹一星”做出贡献的先驱
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

“两弹一星”的惊人伟绩。
《绝密工程》摄制组也将秉
承这种精神，给观众带来一
部满意的作品。

据导演石伟介绍，电
影《绝密工程》计划2019年
上映，期待与大家揭秘“两
弹一星”传奇之路背后的

血与泪，共同感悟爱国先
驱们大无畏的奉献精神。

隐姓埋名在戈壁

电影《绝密工程》讲述
了五十年代末，面对超级
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
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
中央果断作出发展“两弹
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为
了制造原子弹和建设原子
弹基地，许多爱国科学家
克服各种困难回祖国。新
中国动用了外交、隐蔽战
线、军事等各种手段来保
护我们的科学人才和核心
机密，10万工程兵为研制

“两弹一星”，隐姓埋名在
茫茫戈壁滩付出艰苦卓绝
的努力和心血的故事。

《绝密工程》让广大的
青年一代深切地体会到“两
弹一星”的先驱者们作出的
杰出贡献及其崇高精神和
人格魅力，继往开来，努力
传承这一伟大精神，让这一
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工兵英雄”丁海峰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从抗美援朝战场刚刚归来
的工程兵先遣营，接到一
项上级指派的“绝密工
程”。饰演“工兵英雄”魏铁
北的就是演员丁海峰。

丁海峰为广大观众留
下许多荧屏经典形象，去
年凭借电视剧《人民的名
义》、《碧海雄心》，电影《战
狼2》等佳作的完美演绎再
登事业巅峰。相较之下，本
次丁海峰所饰演的“工兵
英雄”则是亲临一线、以身
试险。与此同时，至亲战友
的猝然牺牲带来的无尽自
责与悲痛，以及心系国家、
不辜负党组织期望的决
心，则是对丁海峰在塑造
角色人性上的一大考验。

电影《绝密工程》意在
还原工程兵战士的工作全
貌，其任务具有极强的保密
性，“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
儿”的命令常伴其身。而他
们施工地则以沙漠、山岭，
甚至战场这些极度恶劣的
环境为主。丁海峰所饰演的
营长魏铁北就是这样一位
将战友视为亲人，不计名
利、无私奉献，在工程兵这
座人民军队的大熔炉中涌
现出的英雄楷模。

《绝密工程》额济纳开机：揭秘“两弹一星”之路
文/本报记者 王利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