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贫攻坚是硬
仗中的硬仗。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辽源
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为
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以“重精准、补短板、促攻坚”
为抓手，突出精准发力，做足绣花功夫，
保持强攻态势，全面推进各项扶贫
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全市脱贫

攻坚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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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系列专刊之一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李锋 刘红娇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一图读懂辽源脱贫攻坚战

1.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和市长任双组长的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
组，全面加强领导，高位统筹指导。

2.定期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会、工作推进会，专题听取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重大
问题。

3.研究制定了《辽源市关于全面推进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
《辽源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
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明确目标任务、脱贫路径和工作要求，
为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夯实攻坚责任，实行党政一把手负责制，逐级签订脱贫攻坚
责任状。加大包保帮扶力度，制定了脱贫攻坚包保方案，推行市四
个班子主要领导包保县（区）、市级领导和市直部门包保贫困村、市
县乡三级干部包保贫困户制度，实现了对全市所有贫困村和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包保全覆盖。

5.扎实开展党政主要领导遍访贫困对象活动，书记、市长坚持
以上率下，深入贫困一线解决问题。夯实工作基础，加强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全面分析致贫原因。

提高政治站位
压紧压实攻坚责任

市委、市政府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最大民生
工程，压紧压实攻坚责任，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树立问题导向
不断提高脱贫质量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找差距、补短板、堵漏洞，举一
反三整改落实。

针对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督查组反馈问题等，结合实际制定了《辽源市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工作规则》《辽源市落实市县乡村履行脱贫攻坚主体责任的意
见》《市直部门脱贫攻坚监管责任清单》《辽源市 2019年市辖区党
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及市直部门（单位）包保帮扶工作成效
考评方案》《辽源市脱贫攻坚暗访抽查工作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全
面建立问题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和时效清单，全部明确整改
时限和责任人，所涉问题已基本整改完毕。

积极采取了专项巡察与专项审计相结合，专项巡察与专项检
查相结合，专项巡察与执纪审查相结合，个别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
合的办法，由市纪委组织开展扶贫领域专项巡察，市审计局组织开
展对扶贫政策落实和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专项审计，及时纠治
存在的突出问题。

以督查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有力抓手，成立由市委、市政府督
查室牵头的督查组，对各县（区）开展常态综合督查和随机明察暗
访，并建立起问题整改的长效机制。

探索增收路径 推进产业扶贫全覆盖
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治本之策，变“输血”为“造血”，采取“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方式，以产业项

目为依托，因地制宜发展食用菌、蛋鸡养殖、纺织袜业、农村电商、光伏发电、乡村旅游等“六类特色产业”，
初步形成了产业带动脱贫长效机制，实现了产业扶贫全覆盖。2016年以来，共投入扶贫资金14780万元，
共实施扶贫项目155个，其中产业扶贫项目109个。

在食用菌产业方面

大力发展滑子蘑、黑
木耳种植及深加工项目。
2018 年全市食用菌规模
发展到5000万袋，带动贫
困户142户233人，年人均
增收300元。

在蛋鸡养殖方面，吉
林金翼蛋品有限公司延长
产业链条，投资 5.92 亿元
建设年存栏720万只蛋鸡
标准化养殖扶贫项目，
2016 年以来共为东辽县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分红
1160万元。

在纺织袜业方面

充分发挥东北袜业辐
射带动作用，采取驻村建
厂模式，2018年建设袜厂
5个，带动就业162人。

在农村电商方面

加大电商扶贫力度，
东丰县被确定为全国供销
系统电子商务示范县，东
辽县被确定为省级电子商
务示范县；建设电商孵化
基地 3 个、村级电子商务
中心站43个，带动贫困人
口就业15人。

在光伏发电方面

2018 年，建设集中式
光伏项目，引进青岛光伏
农业科技大棚和电站项
目，采取贫困户出租土地
方式，带动20户贫困户年
均增收6000元；建设分布
式光伏项目，全市共建设
光伏发电站 201 个，年收
益 306 万元，惠及贫困人
口7319人，人均年收益达
到428元。

在乡村旅游方面

围绕“文化旅游+现
代农业+乡村旅游+贫困
户”模式，大力发展农家
乐、采摘园等乡村旅游项
目，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整合政策资源 构建大扶贫格局

精准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要求，充分结合市情实际，认真实施“1+N”计划，推动相关行业扶贫政策措施充分发挥综合效应。

在教育扶贫方面

投入资金13540.57万
元，为19所农村薄弱学校
改造校园校舍等基础设
施，为 548 所学校购置教
学仪器和设备，完成薄弱
学校改造 18 个。严格落
实“两免一补”政策，对
2267名贫困学生实施“一
帮一”包保。严格执行“雨
露计划”补助政策，共发放
补助资金122.1万元，惠及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10人
次 。 争 取 国 家 助 学 金
1575.18余万元，用于补助
高中和中职贫困学生。为
4739 名贫困大学生办理
了生源地贷款，义务教育
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
龄成员入学率达到100%。

在健康扶贫方面

全面落实“五提高、一
降低、一增加、三减免”“先
诊疗、后付费”等健康扶贫
政策，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新农合和重特大疾病救助
范围。贫困人口参合率达
100%，慢病签约覆盖率达
100%，因病致贫人口“一
人一策”建册率达 100%，
村卫生室新农合网上报销
开通率达100%，县域内住
院费实际报销比例达到
90%，慢病门诊实际报销
比例达到80%。2018年累
计救治贫困患者13382人
次，报销总金额2748.77万
元。

在危房改造方面

全面开展贫困户住房
核查和危房鉴定工作，通
过全面核查和鉴定理清贫
困户危房存量，对符合改
造要求的危房应改尽改，
不落一户。2016年以来，
共 改 造 危 房 1349 户 。
2019年，计划改造危房84
户。

在饮水安全方面

准确把握农村饮水安
全验收评价标准，加强农
村饮水工程建设管理，确
保群众吃上放心水。2016
年 以 来 ，共 投 入 资 金
3582.42 万元，建设 100 处
安全饮水工程，惠及贫困
人口2791人，基本解决了
贫困人口的安全饮水问
题。

在政策兜底保障方面

围绕进一步完善保障
机制，创新实施“五点双享
两救助”精准扶贫政策，将
低保标准提高一点、社保门
槛降低一点、贷款利率和商
业保险费率下调一点、政府
补贴一点、群众承担一点，
养老金和低保金双享，加强
大病医疗救助和残疾人保
障救助，使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目前，共有
4148名建档立卡适龄贫困
群众办理了养老保险参保
登记，领取了养老金。“五点
双享两救助”实施主体
——市社保局负责人被国
务院评为“2017 年全国脱
贫攻坚创新奖”。

在就业扶贫方面

围绕“小商品加工+
转移就业+贫困户”模式，
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建设扶贫车间（扶贫基地）
4 个；持续开展“春风行
动”“千人培训计划”等活
动，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就
业能力。

在人居环境方面

2018 年，加大资金投
入力度，加强贫困村基础
设施建设，为贫困村新建
村部4个，新建文化广场4
个，清理路边沟 171 公里
和绿化道路185公里。

在社会扶贫方面

全力推动“中国社会
扶贫网”注册工作，广泛发
动社会力量参与，实现帮
扶需求与社会资源精准对
接。2018年，贫困户注册
率达到100%，爱心人士注
册 35175 人，达到注册贫
困户 6.3 倍，物品、资金对
接 347 户，对接成功率达
到80%。积极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脱贫攻坚，推动全
市 21 户国企包保 15 个贫
困村，切实帮助贫困户解
决了实际困难。

加强队伍建设 着力提供坚强保障
切实加强扶贫领域干部队伍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着力培养“懂

扶贫、会帮扶、作风硬”的干部队伍，大力提升扶贫工作的能力水平。

选优配强工作力量

完善组织机构，新组
建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在
全市选调 23 名政治素质
高、业务能力强的同志充
实扶贫一线，选优配强工
作力量，切实履行综合协
调、指导督导、考核检查等
工作职能。制定《辽源市
驻村干部管理办法（试
行）》，将脱贫攻坚工作人
员纳入全市服务“五个一
线”干部管理，派驻驻村工
作队员 129 人，成立驻村
干 部 临 时 党 委 ，实 行

“5432”工作法，提高扶贫
实效。

开展专题培训

2019 年，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
论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脱贫攻坚方针
政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工作方法、扶贫领域作风
教育以及增强贫困劳动力
技能等内容为重点，分层
次培训市、县扶贫干部、乡
镇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
记、集体经济组织和创业
致富带头人，计划举办培
训班 18 期，培训 1116 人
次。目前，已举办培训班
8期，培训778人次。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扶贫领域作风建设，专
门成立专项治理领导小
组，制定下发实施方案，强
化工作举措，狠抓责任落
实，全力解决了“第一书记
驻村时间不足、工作不细、
扶贫对象信息管理不规
范、危房改造识别不准”等
突出问题，推动了脱贫攻
坚工作有序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