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主编：高雪芹 责任编辑：韩雪茹
版式策划：苏昊 制图：安宁
2021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二 5脱贫攻坚特刊脱贫攻坚特刊①①

春节刚过，位于乌海市海南区曙光
村的亚葳高效农业示范园一派丰收忙碌
的景象。园区里一栋栋温室整齐排列，
掀开幕布走进里面，各类有机蔬菜已是
硕果累累，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如今，这
里产的西红柿、辣椒、黄瓜等蔬菜已走上
乌海市民餐桌。

亚葳高效农业示范园产业核心区域
占地约 840 亩，目前已建成大棚 104 栋，
其中 13 栋大棚种植蔬菜，有黄瓜、西红
柿、茄子、尖椒等多个品种，每天产菜量
可达 1500 多公斤。示范园的投入使用，
为曙光村发展集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村里脱贫户韩美兰这些天也在园区
干着蔬菜打包装箱的活儿。由于丈夫身
有残疾，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韩美兰一
家的生活曾一度陷入贫困。在扶贫政策
的带动下，韩美兰将家中的土地流转给
了农业示范园，本人经培训在该企业就
业，收入稳定。

产业找得准，增收步子稳。海南区
把发展产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果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源”，以“产业+就
业”双轮驱动，将有劳动能力的“扶起
来”、劳动能力弱的“带起来”、无劳动能
力的“保起来”，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成效，

帮助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推动脱贫摘帽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不仅仅是海南区的“秘籍”。我区
将防止返贫、持续增收作为巩固脱贫
成果的重点，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
补、奖励积分等方式提高群众参与度，
有效培育贫困群众脱贫主体意识。还
围绕建立高质量稳定脱贫机制、贫困
预防机制、扶贫治理长效机制等确定
重 点 改 革 试 验 项 目 课 题 。
同 时 ，因 地 制 宜 开 展 有 重
点、有特色的乡村振兴示范
建设，推进厕所革命、污水

处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为乡村振兴开好头、起好步。

固本培元，赋能乡村振兴。内蒙古
找准结合点、编好麻花辫，迈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的铿锵
步伐。

巩固成果巩固成果 聚力振兴聚力振兴
总有一些时刻，注定会在历史的坐标上镌刻下熠熠生辉的印记。

“十三五”期间，80.2 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57 个贫困旗县、3681 个贫困嘎查村全部摘帽退出；
“十三五”期间，完成 12.49 万贫困人口易地搬迁任务，建设安置住房 5.33 万套。

“十三五”期间，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全部落实产业扶贫项目，40.3 万贫困人口纳入低保。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收入由 2015 年的 3019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3159 元，年均增长 34.2%；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
回顾脱贫攻坚的伟大征程，每一个脚步都踏出奋斗和拼搏，每一处风景都写满美好和希望。

摘帽不松劲，锚定高质量——既“输血”又“造血”做好脱贫攻坚“必答题”

春潮涌动，追梦前行。奔走于内
蒙古大地，随处可见一幅幅生机勃勃
的美丽画卷：一条条水泥路蜿蜒向前、
一栋栋农家新居错落有致、一座座致
富厂房拔地而起、一张张幸福笑脸灿
烂绽放⋯⋯

亮眼成绩，凝聚着全区上下奋发
进取、务实苦干的共识；生动画面，展
示出党员干部勇于担当、持之以恒的
风姿。

——握指成拳，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2087 所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完成改造，贫困家庭子
女义务教育有保障全部实现；贫困人

口全部纳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保障范围，符合救治条件的贫困患者
做到应治尽治,贫困慢病患者签约服务
实现应签尽签；“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
13.7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贫困
人口全部实现住房安全；全面实施农村
牧区安全饮水提升工程，“十三五”期间
累计解决了 18.3 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
题,贫困人口安全饮水得到全面保障。

——真抓实干，贫困治理能力明显
提升。通过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贫困地
区基层组织得到加强，基层干部在开展
贫困识别、精准帮扶中工作能力水平明
显提高，进一步巩固了扶贫工作基础。

2016 年以来，累计向脱贫攻坚一线选
派优秀干部 8.5 万名。

—— 靶 向 发 力 ，大 力 发 展 扶 贫 产
业。各地积极探索多方经营主体与贫
困户利益紧密联结的带贫模式，使贫困
户真正融入产业发展之中。大力培育
致富带头人，实现每个贫困村都有 3 至
5 名致富带头人。全区 1.7 万名产业指
导员入户指导 24.8 万户次，帮助贫困户
解决实际问题。

——求新务实，扶贫资产管理发挥
溢出效应。在全国率先开展扶贫资产
清查和管理工作，出台《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扶贫资产管理的指

导意见（试行）》《关于进一步做好扶贫
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等制度性文件，
各地建立公益类、经营类和到户类资产

“三本账”，构建资产底数清楚、产权归
属明晰、主体责任明确、管理运营规范
的扶贫资产管理制度机制，解决扶贫资
产“谁来管、怎么管、如何管得好”的问
题，让扶贫资产成为巩固脱贫成果的源
头活水。

点对点服务，多对一帮扶。我区重
点做好脱贫攻坚“必答题”、疫情灾情

“加试题”、脱贫成果“巩固题”、衔接试
点“新课题”，实现“输血”与“造血”并
行。

在当下立足，从长远着眼——贫困地区发展的动力更强后劲更足

一场大病、一次意外、一次大灾都能
导致一个普通家庭致贫、返贫。建立防
止返贫致贫监测预警和帮扶机制，内蒙
古有不少新亮点。

在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全国首家
防贫预警平台于 2019 年成功上线。这
是全国多地线下开展“防贫保险”之后，
首家上线的“防贫保险”数字解决方案。
该系统可复制、易推广，内蒙古探索稳定
脱贫长效机制又迈出重要的一步。

政府投保，群众受益。2019 年，察
右中旗整合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保险行
业协会、中国保险学会、太保财险帮扶资
金 284 万元，建立“未贫先防、近贫预警、

骤贫处置、脱贫保稳”的精准防贫长效
机制，为全旗人均年净收入在 4000 至
6000 元的 4.6 万“非高标准脱贫户”和

“非贫低收入户”两类临贫易贫人群建
立防贫保险基金，筑起了基本医保、大
病统筹、民政救助一站式报销的最后一
道防线。

精准摸排找出来、动态监测管起
来、有效措施扶起来。我区强化动态帮
扶，按照返贫致贫风险成因制定处置方
案，精准落实产业、就业、综合保障、扶
志扶智及其他帮扶措施。大力推行防
贫保险，在 61 个旗县实施“防贫保”，在
30 个旗县投入 6041 万元建立防贫保

障基金，做到“实时监测、及时预警、未
贫即防”。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一项项举措、
一个个成果、一次次变化，让贫困群众
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七台镇喇嘛
板村，村民杨红娟靠着种马铃薯种薯脱
了贫、攒了钱，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
仅成为种种薯的“状元”，2019 年还被
评选为商都县脱贫之星标兵户；

82 岁的苏财祖祖辈辈住在土窑洞
里，几年前搬进了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
五良太乡白旗窑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和老伴儿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

晚年生活；
永红曾是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巴

丹吉林镇巴音博日格嘎查的贫困户，通
过发展骆驼产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摘
掉贫困帽子，还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
人；

⋯⋯
一项项攻坚举措精准落地，一个个

贫困地区生机勃发，一个个贫困家庭气
象一新。内蒙古紧扣扶贫的“痛点”，强
化产业扶贫，组织消费扶贫，促进转移
就业，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加
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让贫困地区
发展的动力更强、后劲更足。

找准结合点，编好麻花辫——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亮点】

实施“清零达标”行动，补
齐短板弱项。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
统 筹 整 合 资 源 ，集 中 力 量 攻
坚，全面补齐脱贫攻坚中的短
板弱项。从 2019 年开始连续
两年对政策执行、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安全饮
水、产业覆盖、兜底保障、配套
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和集体经
济 等 十 个 方 面 实 施“ 清 零 达
标”专项行动，集中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推进生态扶贫，实现增绿
增收双赢。坚持扶贫开发与
生态保护并重，通过实施重大
生态工程、实施林业产业项目
和发展林业产业增收、聘用生
态护林员等措施，改善贫困地
区生态环境，促进贫困人口持
续增收，贫困地区走出了一条
生态扶贫新路子。2016 年以
来，安排 80%以上的国家和自
治区林业重点生态建设项目
到贫困旗县，累计投入贫困旗
县 国 家 林 业 重 点 工 程 资 金
38.1 亿元，国家公益林补偿资
金 62 亿元。充分利用贫困地
区生态资源优势，通过开展特
色经济林建设、发展林下经济
和庭院果树经济等产业，共带
动 1.5 万名贫困人口增收，人
均 增 收 1900 元 。 累 计 选 聘
3.17 万名贫困人口护林员，人
均增收超过 6000 元。

开展光伏扶贫碳交易试
点。在赤峰市敖汉旗开展光
伏扶贫项目参与碳交易试点，
探索售电和碳交易“双增收”
的新路径。

发展庭院经济试点。投
入 1.54 亿元扶持资金、1.94 亿
元金融扶贫信贷，在通辽市、
兴安盟等地发展扶持多种类
型、适度规模的“短平快”庭院
经济，直接带动 13 万贫困人
口增收。

开展“畜牧 120”服务试
点。兴安盟突泉县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通过县建服务
中心、分区建服务所、乡建服
务站，延伸服务到村、技术力
量到户，解决养殖技术难题，
降低贫困户养殖风险，助推扶
贫产业稳步发展。

创新建设脱贫攻坚网上
展厅。建设 3D 网上展厅，有
效节约成本，扩大宣传范围，
全景式记录和反映贫困地区
发生的变化。

希望的田野。

杭锦旗着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林西县新城子卫生院大夫
为贫困户治疗。

清水河县蒙清科普教育示
范基地利用“创客中心+合作
社+蒙清杂粮+农桥电商”模式
销售扶贫产品。

中化集团在阿鲁科尔沁旗
复制推广 MAP 种植模式。

兴和县鄂尔栋镇甲坝新村危
房改造后。

林西县新城子镇七合堂林西县新城子镇七合堂
村万亩经济林喜获丰收村万亩经济林喜获丰收。。

喀喇沁旗美林镇小美林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喀喇沁旗美林镇小美林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本报记者 韩雪茹

((本版图片均由自治区扶贫办提供本版图片均由自治区扶贫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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