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牢这道“拦水坝”

□本报记者 施佳丽

“这个‘防贫保’可给我家帮了大忙啦！”最近，王满河
见谁都要感慨一番。

他是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沙尔营区域服务中心南双树
村村民，因自身有残疾，再加上老伴儿得了慢性病、女儿
王海燕患有精神病，日子过得特别艰难。2017 年，王满
河一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在国家扶贫政策的
帮扶下，隔年就实现了脱贫。

去年 4 月，王满河遭遇了一场车祸，老伴儿陪同看
护，无人照料的王海燕误入着火的玉米地里，造成背部、
腿部大面积烧伤，经医院诊疗认定，王海燕的医疗费用高
达 10 万余元。一个家庭，两个病人，两笔数额庞大的医
疗费用，让这个刚刚脱贫的家庭再度陷入困境。

得到消息后，沙尔营区域中心负责人及南双树村村
干部积极协调，为王海燕争取到先诊疗后付费的救助方
案，并与保险公司协商启动“防贫保”保险理赔机制，先期
垫付理赔资金 5 万元，解决了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

链接：
我区创新机制，把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作为巩固脱贫成果的抓手，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
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有效防
止返贫。

截至目前，我区持续跟踪纳入重点监测的 5.4 万
人的收支变动、“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状况，做
到及时发现、快速响应、动态清零；建立了农户主动申
请、部门信息比对、基层干部定期跟踪回访相结合的
易返贫致贫人口发现和核查机制，对帮扶对象实现动
态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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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我区还开发了精准扶贫大
数据云平台。通过消除壁垒，加强数据共享和对接，
可对重点监测对象开展定期检查，强化及时帮扶救
助。对有劳动能力的，及时开展产业、就业等帮扶；对
弱劳动力的，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和集体经济带动、发
展庭院经济等方式增加收入；对没有劳动能力的，切
实落实好兜底保障措施，确保基本生活不出问题，真
正筑牢防贫“拦水坝”。

一“绣”在手 生计不愁

□本报记者 李晗

春节刚过，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拉奇如德苏木南
图古日格嘎查村民娜布其就在家里“忙活”开了，运用娴
熟的刺绣技艺，一件件刺绣成品在她手中被制作了出
来。

“这些刺绣都是年前就预定的，我得抓紧做出来。
现在手工刺绣很受消费者喜爱，部分产品卖到旗内和周
边地区，其余都远销到深圳和新疆了。”说话间，娜布其
手上的活儿始终没停。

娜布其一家曾经是贫困户，虽然在政策的帮助下脱
了贫，但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家庭收入始终不高。直
到南图古日格嘎查刺绣培训基地的出现，让她真正实现
了一“绣”在手、生计不愁。

近年来，巴拉奇如德苏木将刺绣产品开发作为农村
牧区妇女就业和增收的重要渠道，不仅使刺绣技艺得到
发展，还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目前，娜布其已累计出
售大小刺绣 40 余单，获得了 3 万多元的收入。“订单不
断，每天除了放牛放羊，空余时间都在接单刺绣。现在
不光不担心返贫，增收致富的信心也越来越足。”娜布其
高兴地说。

链接：
我区强化就业培训和信息化管理服务，建立贫

困家庭大学生数据库和贫困人口就业数据库，实时
监控贫困家庭大学生毕业就业情况和务工需求，启
动线上春风行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京蒙劳务协
作、贫困残疾人就业帮等一系列专项行动，切实发
挥托底安置作用，确保贫困劳动力出得去、稳得
住。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实现贫困人口就业 52.5 万
人次。

播撒就业“金种子”，收获幸福“金豆子”。我区
加强扶贫公益岗位开发和规范管理，印发了《内蒙
古自治区扶贫公益岗位开发与管理暂行办法》《关
于进一步做好公益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
知》。同时，加强对脱贫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积极
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坚持办好扶贫车间，加快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范
围，累计安排 8.74 万名贫困人口就近就业，其中利
用光伏电站收益设置扶贫公益岗位 3.4 万个。

“搬”来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李晗

道路平整干净、院落整齐划一、房屋宽敞明亮⋯⋯走
进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雅什木都易地扶贫
搬迁区，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映入眼帘。

2018 年，雅什木都易地扶贫搬迁区正式启用，107 户
292 名贫困群众搬出了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的贫瘠
土地，住进了道路宽敞、水电齐全，各项配套设施完善的
新家园。

“刚开始搬出来心里也没底，怕来这儿以后没有生
计。到这儿后，政府不光给盖了新房，还给我家盖了 105
平方米的新棚圈，现在我养了十几头牛，一年下来挣个几
万块钱不成问题。”敖勒召其镇漫水塘村的搬迁户官科
说。从生活了近 70 年的地方搬迁至新家后，官科干劲儿
陡增。

住进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脱贫攻坚后续扶持再发
力。鄂托克前旗始终坚持搬迁与致富同步，大力发展种
养产业，扶持发展扶贫车间，通过扶贫车间、公益性岗位
等方式促进就业，在借助外力和引导激发内生动力的双
重措施下，持续拓宽增收渠道，让搬迁群众有致富门路、
有稳定收入，从根本上解除后顾之忧。

“我们每家每户还分到 30 棵果树，这一项年增收
5400 元。现在是家家发展经济林，户户门前是绿荫，真
正‘搬’来了幸福的新生活。”官科说。

链接：
为了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半篇文章”，实现稳

得住、能致富。我区对“十三五”期间全区易地扶贫搬
迁的 12.47 万贫困人口和已建成的 1135 个集中安置点
做好后续扶持，以集中安置区、原深度贫困地区为重
点，突出抓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产业帮扶。

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 19.5 亿元用于解决后续产
业发展、稳定就业和配套设施建设。同时，深入开展就
业帮扶，组织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帮扶专项行动，在
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 16088 人全
部实现就业。

不只“挪个窝”，更要“铺好路”。我区建立自治区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厅际联席会议机制，14 个
部门联合印发《贯彻落实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若干
政策措施的意见》，强化对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
服务保障、社区融入等方面政策供给。2020 年，全区共
下达易地扶贫搬迁补短板资金 9.41 亿元，支持集中安
置区水、电、路、暖等基础配套和幼儿园、卫生室、社区
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特色牌打得好 增收路走得稳

□本报记者 张慧玲 实习生 侯璐璐

“今年纯收入就能达到一万块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采访时，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天顺圪梁村脱贫户
付建军正在他经营的大棚里打理草莓。看着长势喜人的草
莓，付建军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天顺圪梁村脱贫户在驻村工作
队的协调帮助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稳定增收之路。

“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我家先是解决了吃水难问
题。接着，享受相关帮扶政策，我家又获得了种鸡、种猪、种羊
等，养殖业发展起来了，仅仅一年就脱了贫。脱贫后，也曾一
度担心返贫的问题，但包扶单位——旗机关事务局又帮我盖
了2栋温室大棚种草莓，发展特色种植。”过去，付建军家没有
任何产业，曾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在，他吃定特色
种养这颗“定心丸”，眉头舒展、眼含笑意。

截至目前，天顺圪梁村共建起大棚55栋，其中集体经济
大棚10栋，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增长6.2万元。为解决农副产
品销路问题，包扶单位还积极协调各地农副产品收购公司，并
为该村农贸市场修建了2.3公里砂石路，方便村民销售。下一
步，天顺圪梁村将继续扩大种植养殖规模，力争将该村打造成
特色经济示范村，使村民的钱袋子更鼓、生活环境更美。

一枝一叶总关情。天顺圪梁村的增收致富故事正是我
区持续支持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

链接：
我区着力强化产业发展支撑，指导脱贫旗县编制乡村

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牧业、光伏、旅
游、电商、生态、庭院经济，加快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现代
设施装备建设，加大科技服务、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发挥科
技特派员和产业指导员作用，更好支撑脱贫地区承接转移
产业、壮大特色产业、提升质量效益，增强产业抗风险能
力。

同时，完善全产业链支持措施，深化消费帮扶，促进农
畜产品流通企业、电商、批发市场与脱贫地区特色产业精
准对接，更好适应市场消费需求变化，提升产业带动增收
效果。据统计，我区共投入专项扶贫资金65.6亿元和其他
帮扶资金12亿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实施产业项目
3739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6万人次；规范认定了453家
供应商1773款扶贫产品，带动贫困人口6.39万人，累计销
售扶贫产品72.45亿元。

如今，全区57个贫困旗县建成1376个“一村一品”基
地、2012个特色产业基地、491个带贫减贫产业园区，实现
每个旗县都有主导产业、每个苏木乡镇都有特色产业、每
个嘎查村都有致富产业、每个贫困户都有增收项目，有效
增强了贫困地区脱贫动力和发展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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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设立衔接过渡期，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我区把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作为乡村振兴的支点，继续支持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持续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扎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建立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改善脱贫地区发展条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激发脱贫地区和群众内生动力，增强脱贫地区“造血”功能，确保脱贫人口和摘帽地区在乡村振兴中不掉队、有发展、能致富。

付建军在打理草莓。 官科给牛添加饲料。 娜布其展示刺绣作品。 土左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投保“防贫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