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扶贫

财 政 专 项 扶 贫 资 金
主 要 用 于 贫 困 户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全 区 有 35.4
万 贫 困 人 口 进 入 产 业
化链条。

健康扶贫

因 病 致 贫 返 贫 贫 困
户患者核实核准率达到
100%，享受住院签约服
务人员比例达到 99.5%。

教育扶贫

从 2017 年 起 ，将 农
村牧区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 改 善 计 划 由 过 去 的 8
个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县
扩大到 31 个国贫旗县。

住房保障

2016 年至 2020 年计
划搬迁 16.8 万贫困人口，
已经搬迁入住 10.6 万人。

今年安排 4.5 亿元住
房安全补助资金，计划完
成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
改造 2.29 万户。

光伏扶贫

今 年 开 工 建 设 集 中
式 光 伏 扶 贫 电 站 31 个 ，
计划建设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 755 座。

低保兜底

将 37.8 万 贫 困 人 口
中 符 合 条 件 的 16.94 万
人纳入了农村牧区低保
范围。

【进度表】

2017年
我区实现减贫20万人

1个国贫县
13个区贫旗县

摘帽

2018年
我区计划减贫20万人

10个国贫旗县
13个区贫旗县

摘帽

到 2017 年底
全区有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17万户
37.8万人

贫困发生率2.62%

扶志扶智并举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聚焦深度贫困 打赢硬仗中的硬仗

责任扛在肩上 实干决战脱贫攻坚

2018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五
版式策划：苏日娜 制图：苏日娜

29
特刊

脱贫攻坚，越到后来难度越大。数据
显示，我区现有的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深
度贫困地区，攻克深度贫困地区堡垒，是
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

成非凡之事，需非凡之精神和行动。
我区聚焦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安盟、呼伦
贝尔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的 15 个国贫
旗县、258 个深度贫困嘎查村、12.9 万名贫
困人口，集中优势兵力克难攻坚。

化德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浅山、丘陵、
荒漠遍布，气候干旱少雨，是被当地人称
作“地上没草地下没宝”的地方，被列入燕
山——太行山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上
世纪 80 年代，化德县服装产业起步，并逐
渐发展为中国北方主要的羊驼绒服装生

产加工输出基地。立足当地服装产业优
势，以实施“百企进百村”脱贫攻坚为契
机，该县在 6 个乡镇选择人口相对集中、交
通条件较好的中心村规划建设了 62 个“脱
贫车间”，覆盖了全县 70%的行政村，贫困
人口能在家门口就业，很多贫困村集体经
济还实现了破零。

像这样的扶贫举措，在深度贫困地
区 有 效 实 施 ，良 好 的 带 贫 减 贫 机 制 在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逐 步 建 立 。 面 对 深 度 贫
困 这 块“ 硬 骨 头 ”，我 区 给 予 更 加 集 中
的 支 持 ，采 取 更 加 有 效 的 举 措 ，开 展 更
加 有 力 的 工 作 。 打 赢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脱
贫 攻 坚 这 场 硬 仗 ，内 蒙 古 打 出 了 特 色

“组合拳”。

用好扶贫资金
确保精准见效

2013 至 2018 年 ，中 央、自 治
区、盟市、旗县四级财政共投入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 365.5 亿元，其中
中央投入资金 112.47 亿元，自治区
本级投入资金 135.27 亿元，盟市、
旗县投入资金 117.76 亿元。累计
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148 亿元，36.2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得到扶持。

完善制度建设。自治区政府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自治区扶
贫资金使用管理的意见》和自治区
财政厅、发改委、民委、农牧业厅、
林业厅共同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进
一步调整完善了扶贫资金使用管
理政策，健全了扶贫资金投入使用
机制，夯实了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基
础，有力推进了统筹整合涉农涉牧
资金整合，加大了扶贫资金监管力
度，自治区及以下财政扶贫资金管
理更加规范。

强化监督检查。为了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资金使用管理，自治区
扶贫办与自治区审计厅联合编制
了《关于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方面的
负面清单》，从政策落实、资金分配
管理使用、资金拨付和盘活使用统
筹、项目绩效和管理 4 个方面，列出
20 项负面清单，及时提示和避免主
观故意、错误决策、工作失误而引
发违规违纪问题，解决基层“不会
用”扶贫资金的问题。

加强项目管理。建立分级负
责工作机制，自治区和盟市扶贫部
门加强对项目库建设工作指导，旗
县承担项目库建设的主体责任，行
业部门承担工作责任，扶贫部门承
担承办协调责任，把工作落到实
处；从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的内
容、公告公示的实施、公告公示的
期限、反馈意见处理、监督管理等
方面进一步规范扶贫资金项目管
理，提高扶贫资金分配使用和扶贫
项目安排、实施、管理的透明度，主
动接受贫困群众和社会监督，确保
扶贫资金运行安全高效。

科学合理分配资金。按照任
务、责任、权力相统一的原则，根
据各旗县扶贫开发任务、贫困人
口数量、农牧民人均收入、人均可
用财力、扶贫开发成效等县域指
标和审计、考核评估问题等因素，
将扶贫资金切块分配下达到各盟
市、旗县，旗县根据项目需求组织
实施。

加大闲置资金整改力度。要
求各盟市、旗县高度重视，切实负
起责任，严格按照文件要求的清
查范围，对闲置资金、“趴窝项目”
逐一列明清单，逐一分析原因，逐
一提出整改意见，扎实开展闲置
扶贫资金项目专项清理工作。各
盟市、旗县按照通知要求立即行
动，认真查摆，逐一清理，取得了
明显效果。

扎实推进资金整合。2016 年
起我区在贫困旗县开展财政涉农
涉牧资金整合使用试点工作。截
至目前，共整合财政涉农涉牧资金
195.1 亿元。2018 年，制定了《贫困
旗县涉农涉牧资金整合试点工作
流程》，进一步明确了政策依据、细
化了部门职责、进一步规范了实施
方案报备程序。

不负责任使命 决胜脱贫攻坚 【链接】
□高凤义 张丙存

使命，在奋进中彰显力量；
号角，在攻坚时更加嘹亮。
2018 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

首战之年，是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年。
这一年，全区各级扶贫部门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按照自治
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把脱贫攻
坚放在重大政治任务、第一民生工程、统

揽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来推进落实。
这一年，全面开展了建档立卡年度动

态调整和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对所有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识别、退出情况进行了重新
核实；全区 86 个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旗
县基本建立脱贫攻坚项目库，初步解决了

“资金等项目”的问题；
这一年，我区将又有 20 万贫困人口摆

脱贫困，走上全面小康之路。

唯有实干，方能决胜。全区各级扶
贫部门将脱贫责任扛在肩上、工作抓在
手上，下足绣花功夫，一鼓作气、乘势而
上，推动全区脱贫攻坚不断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

顶层设计“定路子”。在过去“1+21”
脱贫攻坚政策框架基础上，今年出台《内
蒙古自治区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
施意见（2018-2020 年）》，对后 3 年脱贫
攻坚工作进行了总体谋划和具体部署。

最实摸底全面展开。今年以来，按照
“谁识别、谁签字、谁负责”原则，全面开展
了建档立卡年度动态调整和大排查大整
治行动，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识别、
退出情况进行了重新核实，全区新识别贫
困人口 1.39 万户 5.38 万人；清退不符合
条件 5 万户 15.7 万人；识别返贫 2101 户
5124 人。同时，推动建设精准扶贫大数
据平台，初步实现扶贫部门与教育、卫生、
医保、公安、工商、住建等部门数据的共享
共用。

在脱贫攻坚一线战场，人力、组织保

障有力。自治区向 57 个贫困旗县分别派
驻由 1 位厅级干部带队的脱贫攻坚工作总
队。实行省级领导干部联系贫困点工作
制度，36 名现任省级领导“一对一”联系 31
个国贫和 5 个区贫旗县。盟市旗县整合力
量，分别向建档立卡贫困嘎查村各选派了
一支驻村工作队，要求每年驻村时间不少
于 200 天。

把导向立起来，让规矩严起来。修订
完善《盟市党委政府（行政公署）扶贫开发
成效考核办法》，完成了 2017 年度盟市党
委、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改进督
查考核方式，对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
乌兰察布市 4 个盟市的 12 个旗县、22 个苏
木乡镇、26 个嘎查村开展了随机暗访，及
时发现并解决突出问题。今年 9 月，自治
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派 12 个督查组对
12 个 盟 市 、57 个 贫 困 旗 县 和 贫 困 人 口
2000 人以上的 14 个非贫困旗县开展脱贫
攻坚存在突出问题专项督查，督查结果将
作为对盟市党委、政府平时监控评价的重
要依据。

贫困群众既是扶贫的对象，更是脱贫
致富的主体。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既
是脱贫攻坚的重点，也是难点。我区大力
推进志智双扶，加强教育引导，改进帮扶
方式，充分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增
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一大早，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淖尔苏
木 贵 力 斯 台 嘎 查 活 动 室 内 就 热 闹 起 来
了。40 多名农牧民早早来到活动室，聚精
会神地听着“草原学习轻骑兵”宣讲团成
员、嘎查驻村第一书记张建军的宣讲。

“我们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转变
生产方式，做一个自立自强、不等不靠不
要的新时代新型农牧民”。张建军的一席
话引来大家阵阵掌声。听讲的农牧民中，
大部分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们认真的
表情和坚定的眼神中，透露出脱贫致富的
决心和信心。

多管齐下强志，宣传鼓劲聚力。脱贫致

富，归根结底要靠贫困群众自己的辛勤劳动
和努力，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给
钱给物只能“治标”，转变思想观念、提升知
识层次、改变精神面貌才是“治本”。

我区开展扶贫政策宣讲进村、乌兰牧
骑巡演进村、脱贫典型故事分享进村、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村、文学艺术工
作者采风创作进村、励志主题电影展映进
村等“六进村”活动，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好政策、好声音、好故事传播到农村牧
区、千家万户，让贫困农牧民感受到党的
关怀和温暖，提振了自主脱贫精气神。同
时，通过广播电视、发放资料、现场咨询、
开辟扶贫专栏、乌兰牧骑下乡、开办“农民
讲习所”“农民夜校”等多种形式，着重改
变贫困地区群众的思想观念，提高生产技
能和综合素质。今后 3 年，我区大力实施
志智双扶工程，培养有技能、有干劲的新
型职业农民，每年培训不少于 17 万人次。

赤峰市喀喇沁旗小牛群镇八里庄村

温室大棚的葡萄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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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长顺镇德善村蒙驼王

服装有限公司的脱贫车间内

，机工学习制作羊

驼绒絮片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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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科右前旗阿力得尔苏木复

兴村的农民在收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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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科右前旗德伯斯镇白音宝力高嘎查的木耳基地兴安盟科右前旗德伯斯镇白音宝力高嘎查的木耳基地。。 纪大伟纪大伟 摄摄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卫计局医务

人员进行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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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喀喇沁旗美林镇头赤峰市喀喇沁旗美林镇头

把火村贫困户张瑞通过参与把火村贫困户张瑞通过参与﹃﹃
美丽庭院美丽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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