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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回望来路，脱贫攻坚成绩令人鼓舞。接续奋斗，不变的是为民谋幸福的初心。一
个个团结奋斗的故事悄然发生，描绘出一幅幅奔向小康的画卷。蓝图绘就，正当扬帆破浪；重任在肩，更须策马加鞭。站在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内蒙古鞍马未下、再
上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精心谋划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不只“挪个窝”
更要“铺好路”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清晨，家住赤峰市林西县大营子乡老君沟村的
苏秀云，吃罢早饭，收拾好家里，早早出门了。搭个
顺车，走上十几公里，很快就到了老君沟村辣椒产业
园，开始了一天的劳动。

今年62岁的苏秀云，家里只有老两口。他们原本
住在二十多里外的老村。“你看，以前就住在那边。”苏
秀云一边用手指向远处一边说，在老村的时候，房子是
土房，路也不好走，一年到头只能在地里种庄稼。说是
种庄稼，只有几亩山坡地，靠天吃饭，经常颗粒无收。

老君沟村是全乡距离县城最远、村民居住最分
散、建档立卡贫困户最多、居住条件最差的村子。
2018 年，老君沟村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开工。2019
年春天，苏秀云依托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全家住进了
新房子。“住上了砖瓦房，还有取暖设备，既宽敞又舒
心。”苏秀云很满意这套新房子。搬了新家，苏秀云
的日子也在改变着。

为了让搬到新房的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能
致富”，大营子乡争取项目资金 3130 万元，新建移民
安置房 145 处，并配套建设暖棚 134 栋，招商引资发
展辣椒种植产业，带动搬迁户增收致富。当年，苏秀
云就成了辣椒产业园的一名工人。“在产业园打工，
一个月能收入 3000 多块钱，比种地强得多。现在日
子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挺舒心。”苏秀云说。

住房有保障，产业有引领，大营子乡是我区创新
扶贫机制的一个缩影。林西县严格按照“两不愁、三
保障”要求，因地制宜，创新举措，不断加大投入力
度，将住房保障和产业引领相结合，采取灵活方式对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计
划、分步骤实施易地搬迁。并且在改善搬迁群众生
活条件的同时，大力推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发
展增收致富产业，真正实现了贫困人口搬得出、稳得
住、有产业、能致富的目标。2020 年，大营子乡荣获

“全国‘十三五’美丽搬迁安置区”的殊荣。
“住进新家，还能在家门口就业，这日子过得踏

实。”苏秀云十分满意现在的生活。和她一样既住
进新家，又有了新工作的村民还有 107 户，他们已经
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记者手记】为了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工作，
实现稳得住、能致富，我区建立了全区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扶持工作厅际联席会议机制。14个部门联合印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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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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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贫资金
花得明白用得合理
□本报记者 张慧玲

“产业园建成后，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打工一天挣100
多元，而且和产业园签订单后，种植特色农产品一亩纯收
入又有2000多元，比过去种玉米每亩增收1000多元。”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良种场村民邱秘云对自己挣双份
钱感到很满意。

自从附近的智能育苗扶贫产业园投入使用后，他便
带领村里10名贫困村民前往打工。“良种场人均土地少，
村民过去基本以外出打工为生，现在很多人都回来了。”
邱秘云说。

为增强贫困户造血能力，建立健全贫困户稳定脱贫长
效机制，乌拉特前旗积极引进企业发展特色产业，并注入
扶贫项目资金，建设了智能育苗扶贫产业园。项目依托内
蒙古浩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全程建设和经营管理，计
划建设智能化育苗温室，同时配套建设10栋蔬菜大棚，目
前年育苗能力2400万株。产业园不仅优先流转贫困户土
地，每年还将扶贫资金收益的3%返还给贫困户。

“产业园共带动良种场农户106户276人，包括贫困
户36户76人发展蔬菜生产，农户年人均可增收5000元。
还带动了其他苏木镇农户种植蔬菜，实现年人均增收
2000多元。”乌拉特前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王文志介绍。

产业园的顺利高效运行得益于乌拉特前旗全面启动
财政扶贫资金区块链技术监管系统，它实现了扶贫资金
拨付使用管理全程实时监控，让每一笔扶贫资金及时足
额拨付到位。

乌拉特前旗将扶贫上的每一笔资金，下到区块链接
之后，再去看相应的指标，然后通过指标开始申请，申请这
笔资金该怎么使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扶贫资金小
散杂、难监管，打通资金监控“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乌拉特
前旗财政局及相关部门多措并举，积极探索新兴监管技
术，利用市级扶贫资金区块链技术监管系统，使财政扶贫
资金从开始下拨的“起点”到实施具体扶贫项目、每一个扶
贫企业、贫困村、贫困户的“终点”实现全程实时监控，大幅
提升扶贫资金使用的规范性、资金管理的高效性和监督
工作的科学性。

“扶贫资金拨付监控区块链系于2019年6月份开始
运行，可以更加直观有效地了解资金的拨付及使用情况，
做到对扶贫资金监管及时、高效与便捷，方便对资金的管
理及基层扶贫资金使用者对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每一
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乌拉特前旗财政局农财股副股
长王晓田说。

【记者手记】每一笔扶贫资金的背后都牵系着一批贫
困群众。扶贫资产运营收益的好坏，关系着贫困群众的生
活的好坏。扶贫资金要花在刀刃上，每一笔钱要都花得明
白、用得合理、取得实效，要让扶贫资产在“生钱”的过程中
带动农户，带富贫困户。全面加强扶贫资产管理，充分发
挥扶贫资产的重要作用，不仅有利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脱贫攻
坚质量，而且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途径。充分利用好扶贫
资产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坚
实的基础性保障。

有了防贫济贫基金
小康路上不落一人
□本报记者 张慧玲

“有了防贫济贫基金，真的是小康路上不落一人
了。”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脱贫
户张二爱深有感触地说。

张二爱老两口靠经营油糕作坊为生，今年 3 月，
油糕作坊因电线老化引发火灾，眼看着又要返贫。
这时候，镇里伸出援手，为他家申请了防贫济贫基
金，重修油糕作坊。张二爱说：“让我自己盖油糕作
坊，没那么多钱。镇里给我修好以后我又能好好干
了。”

让张二爱重燃希望的防贫济贫基金是达拉特旗
去年设立的一项扶贫公益基金，目标人群就是脱贫
户和边缘户，资金来源于社会捐赠，设立至今已经吸
纳了社会资金 421 万元。

“在我们达拉特旗，像我这样的低收入人口有福
了。”张二爱所说的“有福”，指的是该旗就如何健全
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所做的各种努力和
成果，而防止返贫致贫就是其中的一项工作。

今年以来，达拉特旗把防止返贫致贫摆在重要
位置，通过防贫济贫基金会，积极引导社会资源参与
脱贫攻坚；通过防贫济贫基金，实施精准的菜单式扶
贫服务，防止因病因灾使得农牧民返贫致贫，确保全
面小康路上不落一人。防贫济贫工作在旗脱贫攻坚
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开展，由各级扶贫部门统
筹推进，发改、民政、教育、卫健、医保、住建、水利、农
牧、人社和保险机构等部门密切协作，及时协调解决
出现的问题，解决防贫济贫对象致富增收问题，切实
防止因病、因自然灾害造成农牧民（居民）返贫致贫，
有效巩固脱贫成果。

截至目前，已救助普通农牧户及贫困户 12 户，四
批防贫济贫救助 327 户，发放救助资金 321 余万元。
下一步，该旗将进一步健全防止返贫监测机制，将丧
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所有符合低
保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
救”，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同时，将对年老体弱、因
病、因灾等出现生活困难的老年人，适当在医疗救
助、兜底保障、商业补充保险等方面予以考量，设立
扶贫专项基金，增强防贫能力。

【记者手记】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和所
奋斗的起点。脱贫攻坚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但今后
还会有低收入人群因为各种原因陷入贫困。脱贫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我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总体思路就包括建立农村牧区低收入人口常
态化帮扶机制。当前，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发展基础仍
然较为薄弱，部分脱贫人口存在着返贫风险。我区健全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坚持预防性措施和事后
帮扶相结合，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坚决守住
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老君沟村新貌。 邱秘云的爱人和村民在育苗。 查积分。 张二爱家的房子已修好。

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奋楫笃行奋楫笃行

小积分激发
乡村治理大合力
□本报记者 赵弘 实习生 李洋洋

“这些东西在商店买得花七八十块钱，而在我们
村的爱心超市，用积分就能兑换。这积分不仅实惠，还
有面子。”兴安盟突泉县太平乡五星村的爱心超市里，村
民雷金玲向记者展示着她用积分换来的生活用品。

“村里开了个超市，只要遵纪守法、文明卫生、团
结和睦，用积分就能兑换东西！”五星村通过实行乡村
治理积分制管理办法，鼓励村民参与公益活动、卫生保
洁等，倡导村民邻里互助、诚实勤劳，这些优良的表现
都可以获得积分，村民根据积分可以免费换取商品。
这很快赢得村民们的关注。目前，全村312户常住村
民都在爱心超市兑换过积分。

五星村是突泉县通过乡村治理积分制激发村民
内生动力、持续增强脱贫致富奔小康后劲儿的一个典
型代表。近年来，突泉县创新推行了乡村治理积分制
管理法，对社会治安、公益美德、乡村建设等方面进行
评分，让群众的行动变为可量化的积分，激发群众自我
管理的内生动力。

“爱心超市实行‘以各种捐助为资源、以超市运作
为模式、以积分兑换为管理办法’的工作模式，主要针
对五保户、低保户、脱贫户，采取‘以奖代补、多劳多得’
的正向奖励机制，使爱心超市成为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的重要渠道。”突泉县妇联工作人员温雅楠说。

“其实村民们对积分能兑换多少东西并不是很在
意，在意的是这份荣誉。”杜尔基镇光明村的脱贫户田
青云一边打扫村里的卫生，一边介绍说，“现在清扫一
遍比以前少用一半时间，这是因为大家都注意村里的
卫生了，不少村民还自发当起了卫生监督员，积分也有
了，脸上还有光，两全其美。”

在积分制激励下，水泉镇合发村村民艾云芝组织
成立了“积分争星”妇联志愿服务队，她经常带着服务
队义务帮村里清理卫生，她和其他志愿者在村里的积
分榜上长居榜首，获得了乡亲们的尊敬。

小小的积分卡，激发了村民们“比富裕、比和谐、比
美德、比环境”的热情，大家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的意识
大大增强。

突泉县“积分争星”活动自2018年9月开展以来，
目前已在全县9个乡镇的188个行政村先后推广，活动
吸引了 48387户农户积极参与，形成了争积分、比贡
献、抢先进的良好风气。

【记者手记】突泉县探索实施积分制度，以“积分
制”量化管理村规民约，激发了村民们“比富裕、比和谐、
比美德、比环境”的热情，提升了他们的获得感及精气
神，是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弘扬文明新风的好做法。“小
积分”撬动了突泉县的乡村大治理的乡村大治理。。实现了乡村治理与实现了乡村治理与
村级发展的互促共进村级发展的互促共进，，激发了村民振兴乡村的内生动激发了村民振兴乡村的内生动
力力，，也提升了村民的认同感也提升了村民的认同感、、获得感获得感、、幸福感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