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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扶贫根基
提高脱贫成色

脱 贫 攻 坚 不 决
胜，战贫斗志永不竭。

尽管南川摘掉了
市级贫困区县的帽
子，但防止返贫的任
务一点不轻。相比而
言，巩固脱贫成果，提
升脱贫质量更具挑
战。

近年来，南川区
紧紧围绕中央和市
委、市政府关于脱贫
攻坚的决策部署，把
高质量脱贫作为根本
目标，集中火力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发挥就业作用
提升脱贫底气，借力
消费扶贫带动扶贫产
品俏销等，千方百计
精准施策筑牢扶贫根
基，提高脱贫成色。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

南川区将继续保持决战态势，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深入落
实“五访行动”。同时，加快实施河
图长坪、山王坪庙坝、庆元玉龙、三
泉窑湾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有机衔接试点，探索规划、政
策、工作、保障“四个衔接”路径机
制，处理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在
发展与扶贫、长期与短期的关系，
做到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同研究、
同部署、同考核。

促增收 消费扶贫让扶贫产品卖得更俏
9月12日，南川区河图镇长坪村贫困户赵长

生家的6亩水稻忙着收割，虽然收割时间稍晚，
但他一点也不为销路操心。

赵长生今年70岁，老伴患脑梗塞和冠心病，
老两口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自家种植的6亩水

稻。往年，水稻成熟了，老两口最担心的就是水
稻的销路问题。

今年初，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南川红耘电商、
区供电公司等企业与区里的贫困户签订协议，帮助
他们销售农产品。电商企业承诺上门收购，并以高
于市场价10%至30%的价格支付给贫困户。

赵长生就是受益农户之一，他家的稻田刚插
秧就与区供电公司签下了销售订单。“6亩地要收
获6000斤至7000斤水稻，今年的价格大概是每
斤1.5元，预计可收入1万元左右，比往年要多卖
出好几百元。”赵长生扳起手指算了一笔账。

“消费扶贫作为打通扶贫产品生产、流通、消
费等各个环节的新引擎，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
坚的新途径。”南川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消
费扶贫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一头连着贫困
群众的腰包，建好消费扶贫桥梁，打通消费扶贫
渠道，对助力脱贫攻坚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尤为
重要。

“消费扶贫除了解决贫困户销售难题外，还
带动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是扶志，激发贫困户的
脱贫积极性。”上述负责人说，该区鼓励和引导社
会各界消费来自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产品和服

务。比如，通过发展农村电商、开展“百企帮百
村”、发展乡村旅游等方式，调动贫困人口依靠自
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促进贫困户稳定
脱贫和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如今，南川先后组织动员各级党政机关、大
专院校、民营企业、社会爱心人士参与消费扶
贫。特别是组织了电商企业“红耘科技”、建行南
川支行、南川供电公司等到贫困村建设网货生产
基地，与21个乡镇、32个村、46家农业企业（专
业合作社）合作，对贫困村、贫困家庭生产的农产
品按溢价10%至20%的价格上门收购，让贫困
地区农产品“飞”出大山，不仅卖得掉、卖得快、卖
得远，还卖出好价钱。

截至目前，南川区通过采取“电商＋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直采直销模式，40个贫困村
与“淘乡村”、京东“中国特产·南川馆”等电商企
业建立产销对接机制，举办直播带货活动33
场。组织党员干部和民营企业开展消费扶贫活
动购买贫困户农副产品1600余万元，并建设农
贸市场“贫困户自卖区”和超市扶贫产品销售专
区，累计实现扶贫产品购销568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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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有政府医保‘兜底’，恐怕我这条
命早都没了。”前不久，说起精准医疗扶贫，南
川区太平场镇河沙村12社贫困户童传华话
语中充满了感慨。如今，他的身体逐渐康复，
已能下地干活了。

今年63岁的童传华在女儿出嫁后，就和
体弱多病的妻子相依为命过活。去年8月上
坡干农活时，童传华突发脑梗，晕倒在地，幸
亏送医院进行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命。

“一人生病，拖垮全家。”为解决这一难
题，去年，南川区推出“四个精准”医疗扶贫：
一是精准参保。“地毯式”排查出农村贫困人
口中未参加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的人员，全
部落实资助参保政策，实现建卡贫困户基本
医保和大病保险全覆盖；二是精准签约。落
实家庭医生服务团队229个，为每户贫困户
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家庭医生随时上门
诊治、随访；三是精准救治。对患病的农村贫
困患者进行分类救治，一次性能治愈的，集中
力量进行治疗，需要住院持续治疗的，由就近

具备能力的定点医疗机构实施治疗，尤其对
患有33种大病的贫困人员，落实定点医院进
行诊疗，做到应治尽治；四是精准结算。农村
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费”，各定点公立医疗
机构均设立“一站式结算”综合服务窗口，并
与“政府兜底系统”联网，打通“一站式结算”
最后一公里。

同时，南川区还落实健康扶贫政府兜底
资金，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患者住院自付比
例超出10%及慢性病、重特大疾病门诊自付
比例超出20%的部分，由区财政兜底补助，贫
困户无钱也可看病。此外，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从去年1月1日起，针对个人医疗费用
通过各种报销救助后，单次自付仍超过1万
元或年（自然年）累计个人自付超过1.5万元
的农村建卡贫困户及农村边缘户（以下简称

“二类人员”），建立健全健康扶贫因病致贫返
贫监测预警救助机制，稳步推进脱贫攻坚政
策过渡确保二类人员得了重病、大病后基本
生活过得去。

完善医疗保障只是南川解决“三保障”突
出问题的一个方面。去年以来，南川牢记使
命，一鼓作气，切实以解决“三保障”突出问题
为重点，结合中央和市级开展的脱贫攻坚“回
头看”工作部署安排，再次全面排查，动态清
零发现问题，努力实现让贫困群众上得了学、
住上安全房、喝上放心水。

数据显示，义务教育保障上，通过开展控
辍保学行动，建立起区教委牵头、镇街为主、
公安配合、学校跟踪的劝返工作联动机制。
同时按照“全覆盖、零拒绝”的要求，累计资助
贫困学生26万人次、2.14亿元，发放生源地贷
款1.9万笔、1.42亿元；住房安全上，出台《南
川区加大农村危旧房整治有效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实施方案》，落实“七个一批”措施，筹集
资金1.3亿元，改造农村CD级危房4154户、
拆除危旧房6970户，实现“危房不住人，住人
无危房”；饮水安全方面，投资7000余万元，
全覆盖开展农村饮水安全排查整改和供水工
程管护，确保饮水安全户户有保障。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直接
的脱贫方式，同时也是巩固脱贫成果最有效的
办法。这一点峰岩乡的贫困大学生杜鑫鑫深
有感触。

杜鑫鑫今年23岁。9岁时，父母离异，母
亲成了家里唯一有经济收入的人。杜鑫鑫上
高一时，外婆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后来，杜
鑫鑫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今年6月毕业后，杜鑫鑫因找不到工作一
直发愁，直到通过前不久南川区开展的贫困大
学生专场招聘会，杜鑫鑫在区里的一家公司找
到工作。如今，杜鑫鑫已经入职，不仅一个月
有4000多元的工资，公司还帮她解决了住宿
问题，提供免费的工作餐等。

抓好像杜鑫鑫这样的贫困家庭高校毕业
生就业只是南川完善就业创业服务机制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为更好地巩固脱贫成果，南川区
按照“就业扶贫增收入、技能扶贫强素质、社保
扶贫保生活、人才人事扶贫促发展”的工作思
路，扎实推进人力社保助推脱贫攻坚。同时，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宽贫困劳
动力市场化就业渠道；通过“春风行动”“民营
企业招聘周”“就业扶贫行动日”等专场招聘会
促进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并结合“职业技能
提升+志智双扶脱贫”行动，大力实施贫困户技
能培训，实现其更好的就业创业。

特别是今年受疫情影响，部分贫困户外出
打工受阻，该区及时启动包车包机送工服务，
先后多次护送农民工至深圳、广州、浙江、重庆
中心城区等地返岗。没有外出打工的，该区就
联系协调区内企业就业岗位，优先解决贫困户
就业。同时，针对外出打工没有找到工作、或
受疫情影响企业没有生产而回乡的贫困户，联

系区内超群、西苑食品等企业，提供适合的就
业岗位，降低就业门槛，确保他们就业，且免费
送他们到企业上岗，跟踪落实签订劳动合同等
后续服务。对贫困户因照顾家庭、老人、小孩
等不能就业和年龄偏大，不好找工作的，采取
公益性岗位托底帮扶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南川区还针对有就业需求
但无技术的贫困户采取量身定制的“点餐式”
培训，先对贫困户培训需求进行调查，再分级
分类举办特色早餐、特色菜、自媒体管理推广、
电工等线上培训班等。

数据显示，目前南川区已累计开发公益性
岗位4316个，安置建卡贫困人员3657人。创
建就业扶贫示范车间10个，共吸纳53名贫困
人员稳定就业。全区发展致富带头人349人、
带动贫困户1199户，通过各种渠道解决贫困
人员就业19667人、同比提升10.98%。

提质效 集中火力解决“三保障”突出问题

稳就业 持续增收让脱贫致富底气更足

贫困户患者在南川区中医院可享受贫困户患者在南川区中医院可享受
““先诊疗后付费先诊疗后付费””，，再办理出院一站式结算再办理出院一站式结算

发展水稻等优势产业助农增收发展水稻等优势产业助农增收

改造农村改造农村CDCD级危房级危房41544154户户、、拆除危旧房拆除危旧房69706970户户，，实现实现““危房不住人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住人无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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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脱贫攻坚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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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就业扶贫示范车间10个，共吸纳
53名贫困人员稳定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