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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织密保障网
守牢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

摆脱贫困，千年夙愿。2020年，南川4万多名
贫困群众与全国人民一道，夙愿得偿。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乡村振兴的前提，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

波澜壮岁欣回首，敢在人先又续征。“十四五”
开局之年，扎扎实实稳住脱贫基础，南川“稳”字背
后有千钧——

看自身，脱贫地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抗风险
能力不强，部分脱贫户发展能力还比较脆弱，一些
边缘户稍遇风险变故，就可能致贫。说挑战，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
贫攻坚，加之疫情、灾情等不确定因素，脱贫群众稳
岗就业难度加大。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艰，不为不成——南川
的探索由此开始。

去年1月，南川在全市率先建立和实施防贫返
贫监测预警响应机制，建立“一张网监测、一条线响
应、一揽子帮扶”工作机制，对脱贫群体尤其是脱贫
监测户、边缘易致贫户的生活状况动态预警、精准
判定、精确帮扶，坚守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从那时起，木凉镇汉场坝村党委书记王远明就
多了个新身份：防返贫监测信息员。其工作的主要
内容是，不定期到建档立卡脱贫户和边缘户家中走
访，及时发现返贫致贫风险，并及时上报。目的只
有一个：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走访，并不是漫无目的。“一看粮，二看房，三看
家中的读书郎。”王远明说，这样的办法还挺管用。

木凉镇汉场坝村二组脱贫户罗仕勇，一直因病
缺少劳动力，本就是低保兜底脱贫。去年，与他相
依为命的母亲病逝，两个人的低保变成了一个人，
加之他本人突发脑溢血，本就不宽裕的生活更加捉
襟见肘。王远明通过走访发现这个风险点后，镇里
将罗仕勇纳入监测对象，并把他享受的低保“升级”
为五保与残疾补助，每月领到的兜底保障费用从
400多元增加到千元出头，为他解了燃眉之急。

在南川，村社干部、驻村干部、帮扶干部组成
的防返贫监测信息员队伍，只是防贫返贫监测预
警响应机制的其中一环。除线下走访外，该区还
运用大数据比对、个人邻里自主申报等方式，实现
动态预警。同时，通过精准判定和帮扶，稳定消除
风险点。

2021年，这套机制共帮助南川新识别监测对
象14户38人，累计识别监测对象614户1982人，
风险消除450户1591人，全区无一人返贫和新致
贫，牢牢守住了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跑好“接力赛”
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起步稳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只是第一步，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最有效手段就是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去一

年，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此
有法可依。从中央到地方，一个个行动方案密集出
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路径更加清晰。

南川牢牢把握“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着力抓重点、创特色、求突破。

脱贫攻坚精神接力——构建三级领导责任
体系，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担当“一线总指
挥”，各镇、村组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专班，
党组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建立部门协同配
合机制，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责任链体系；

精准方略接续推进——发展特色产业方面，持
续做大做强中药材、古树茶、方竹笋和南川米、蓝莓
特色农业；育才引才方面，多元选派“第一书记”，为
乡村振兴领航；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出台相关政策
文件，推动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
乡村治理方面，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
治理体系，结合实际制定“四有十条”标准，在全区
范围内推广实施；

财政投入力度不减——在资金保障、绩效管
控、跟踪问效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建立财政衔接
资金绩效“3334”管理模式，即以3个坚持为中心，
实施3个强化、3项管控、4种机制，有效提高财政
衔接资金使用绩效。

聚焦重点补齐短板——将三泉、山王坪、黎香
湖、石溪、金山5镇以及观音、龙泉、南湖、盐井、龙
山等10个村确定为重点帮扶镇村，由区领导定点
联系，以资源协调、政策支持、智力支援为重点，推
动人力、物力、财力向帮扶对象聚焦集中。

全面抓好衔接示范——将精准施策、分类推进
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招，除全区作为市级综合试
验示范区整体推进外，还分别选择乡镇、村打造综
合试验示范核心区、镇、村，并开展单项试验示范，
全区构建形成“创新、开放、包容、务实”的示范带动
格局。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的第一年，南川初心
不改、方向不变、力度不减，跑出乡村全面振兴的

“加速度”。
就在去年，我市将南川作为唯一的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典型区县，向国
家乡村振兴局进行推荐。

打出“组合拳”
让脱贫群众的生活再上一层楼

春天是忙碌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季节。河图
镇长坪村村民李学芳早早完成道路保洁后，赶到金
丝楠木基地务工，她要为家里多挣一份收入。事实
上，李学芳已经连续5年收到金丝楠木基地的配股
分红，加上公益性岗位和务工收入，全年收入超2
万元。

李学芳的家庭收入构成中，超一半与村里的产
业发展密切相关，这样的情况在长坪村已是普遍现
象。近年来，该村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并依托资源、交
通优势，引进农业企业3家，培育发展了茶叶、猕猴
桃、金丝楠木、无花果、大棚蔬菜等产业2000余亩。

摘掉“长贫”帽，走上振兴路，长坪村的变迁是
南川脱贫地区的缩影。

稳定增收，在蓬勃发展的乡村产业里——
南川立足特色优势资源，拓展乡村多种功能，

推动乡村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新种植中药材3万
亩，新建茶叶基地2000亩，新建方竹林1万亩，“3+
2”特色农业实现产值33亿元、同比增长8.2%；“大
观原点”建成投用，与大观园4条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形成互补联动，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2.2亿元、同
比增长22%。

小康幸福，在富裕富足的希冀里——
2021 年底脱贫人口人均收入 1.71 万元，较

2020年增长7.6%；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2
万元，较2020年增长10.3%。

美丽画卷，在宜居宜业的乡村里——
秉承“景村一体、农旅融合”理念，以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为着力点、先手棋，打造美丽乡村，激活
“美丽经济”，让乡村有“颜值”更有“气质”。

春回大地。东城街道黄淦村村民刘高木走村
串户收购青菜头，脚不沾地；鸣玉镇脱贫户解晨晖
在自家兔舍里清扫、喂料，忙并快乐着；福寿镇大石
坝村种粮大户汪文奇试行水稻“私人定制”，订单接
到手软……

“幸福要靠自己奋斗！”每一个平凡而又闪亮的
南川人，正走在振兴的道路上。

南川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深耕厚植希望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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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镇金龙村致富带头人和村干部研究产业振兴项目

王静 吴雪莹 图片由南川区委宣传部提供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
成效更可持续，切实做好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
至关重要。这是一项系统
工程，谋篇布局、规划建设、
产业发展等都需要高瞻远
瞩的眼光与“不畏浮云遮望
眼”的全局意识。

在宣布打赢脱贫攻坚
战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
多重返贫风险挑战下，南
川干部群众从伟大胜利中
汲取力量，继续推进脱贫
地区高质量发展和群众生
活改善，推动巩固脱贫成
果上台阶、乡村振兴开新
局，乡村环境不断改善，

“3+2”特色农业蓬勃发展，
百姓腰包一天比一天鼓，
成为我市唯一向国家乡村
振兴局推荐的全国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典型区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