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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脱贫，洛阳首战告捷
——加快推进“9+2”工作布局之打赢脱贫攻坚战篇

为脱贫攻坚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汪旭霞 文/图

几日前，在栾川县秋扒乡秋扒村，贫困户李红强和家人坐在火盆前，
面对市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实地核查组的“考官”，流利地回答了一连串

“考题”。最后，扶贫干部在贫困户精准退出情况核查表的最后一项——
“精准脱贫核查结果合格”一栏画上了一个钩，李红强也露出了笑容。

今年全市46760名农村贫困群众摘掉“穷帽”。他们的笑容，在寒冬
里孕育着奔向小康的希望。

今年是“十三五”决胜全面小康的开局之年。我市向省委、省政府立
下军令状，向全市人民庄严承诺：到2019年，6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669个贫困村、31.67万名贫困群众全部脱贫，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为此，市委、市政府把打赢脱贫攻坚战纳入“9+2”工作布局高位
推进，全面吹响冲锋号。

一年来，全市上下合力脱贫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基本方略落地生根，脱贫攻坚战各项重点任务进展顺利，今年省定214
个贫困村46760名贫困群众脱贫任务如期全面完成。

开局之年，我市坚决纠正把脱贫攻坚等同于常
规性工作、用平均数代替实际数等错误倾向，用超常
规的措施开展脱贫攻坚，着力增强脱贫成效。

今年，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实施意见》等重头文件，并全面细化落实河南省关
于脱贫攻坚5个《办法》和5个《方案》。这一系列政
策，不仅构成推进脱贫攻坚的“顶层设计”，更转化为
打赢脱贫首战的“武器弹药”。

自今年起，我市对贫困县考核更加突出减贫成
效。换言之，工作干得好不好，主要看贫困人口脱贫
了多少、收入增加了多少、贫困村“摘帽”了多少。在
考核结果运用方面，考核评价直接与干部任用挂
钩。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群众加快脱贫步伐，我
市明确脱贫攻坚既要“扶上马”，更要“送一程”，在脱
贫攻坚期内，提前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户，
仍继续享受相关政策。

今年，随着项目审批权下放、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试点的推行，“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
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正在形成。在此背景下，脱贫
攻坚一线的创造力和主动性被充分调动，一大批“新
方案”“硬办法”层出不穷。

比如，宜阳县探索“脱贫助力贷”，由政府向金融
机构存入风险担保金1500万元，并放大5倍，向贫
困户提供贷款支持；嵩县在扶贫搬迁中整合资金，探
索普通安置房、保障房、周转房“三房”和安居园、培
训园、创业园“三园”搬迁模式……

在洛宁县河底镇，德青源蛋鸡扶贫项目正在加
紧建设。该项目由政府出资、金融机构提供信贷资
金及扶贫资金按股份投入形成资产，交由德青源公
司运营并回收。未来，贫困户将通过资产收益分红
实现稳定增收。

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
来实现。在实践中，各地十分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
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让身体行动起
来，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前不久，在孟津县
七里村，一场别开生面的脱贫仪式隆重举行，首批脱贫
户戴着大红花，登台讲述自己的脱贫故事，不仅感染了
其他群众，也激发了十里八村你追我赶的斗志。

开局之年，脱贫攻坚战进展喜人，但有的地方也
出现了脱贫时间层层加码，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激发
不够，对贫困户稳定脱贫、长远发展着力不够等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这需要对症下药去解决。

迎着“四高一强一率先”的奋斗目标，全市上下
定当全力以赴。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把“精准”作为一种工作要
求、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能力素养，按照扶持对象精
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
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的要求，切实
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
有没有读书郎。”这个顺口溜凝结了基层扶贫干部走
家串户、精准识别的实践经验。今年，经过多轮建档
立卡“回头看”活动，各地严格落实“一进二看三算四
比五议六定”工作法、“六签字”制度等，完成了669个
贫困村、31.67万名贫困群众建档立卡工作，做到了
应进则进、应扶则扶、应退则退。

贫困户各有各的难处，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
起病，有的住着危房，有的没有劳动能力，这使扶贫
帮困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钥匙开一
把锁”。

今年，我市将扶贫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县，并改革
扶贫资金分配方式，赋予贫困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
资金的权力，力求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精准。

如今，各地立足贫困村贫困户资源、发展条件，
科学制订脱贫规划，统筹推进转、扶、搬、保、救“五条
路径”，让精准扶贫的基础更加牢固。

转移就业脱贫。今年，我市围绕技能培训、就业
扶贫、扶持创业三个重点，累计帮扶就业4.3 万人
次，培训6368人。值得肯定的是，不少贫困地区一
方面与发达地区建立劳务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在内

部开发公益性岗位，着力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
贫”的目标。

产业扶持脱贫。今年，各地重点发展特色种养、
乡村旅游等投资小、见效快、风险低的脱贫产业，快
速增强贫困人口增收能力。

为破解产业发展融资难问题，各地还积极创新
“创业担保小额贷款+扶贫担保基金”“脱贫助力贷”
“互助资金扩容”等，让脱贫路上不差钱。

易地搬迁脱贫。如今，嵩县旧县镇伊龙社区宋
汉伟家窗明几净、美观敞亮，提及过往，这个庄稼汉
忍不住落泪，“过去，几间土坯房摇摇欲坠，家里穷得
叮当响。现在孩子出门有学上，自己就近能干活，真
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与老宋一样，今年全市有2.06万贫困人口实现
了易地搬迁，学校、医院、产业等基础设施同步配
套。为切实减轻贫困户负担，搬迁资金全部由各级
财政负担，贫困群众无需自筹资金。

今年，我市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政
策有效对接，推动扶贫标准线和低保标准线两线合
一，同时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住房、残疾人和困境
儿童等重点领域及弱势群体的救助政策，编密织牢
民生保障网。

“今年以来，全市脱贫攻坚资金投入规模、政策
扶持力度，都是历年之最。随着‘六个精准’‘五条路
径’的全面推进，今年减贫214个村46760名群众的
目标已经实现。”市扶贫办主任杜中岳信心满满地说。

带着省委、省政府的嘱托和群众的期盼，市委、
市政府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
工程，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激励引导广大干部在
脱贫攻坚主战场上勇挑重担、建功立业，以打决战的
姿态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年来，脱贫攻坚领导机制进一步夯实。我市成
立以省委常委、副省长、市委书记李亚为第一组长，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刘宛康为组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并成立8个脱贫攻坚推进小组，逐
一明确重大专项牵头单位，真正实现脱贫攻坚由过去
的扶贫部门一家组织，向集全市之力各系统各部门共
同推进的转变。与此同时，县、乡、村层层签订责任书，
立下军令状，形成了自上而下合力攻坚的喜人局面。

一年来，脱贫攻坚推进机制进一步强化。两次

脱贫攻坚推进会议、精准扶贫管理现场会、易地搬迁
现场会、产业扶贫现场会、扶贫项目例会……这些全
市性会议主题就一个：脱贫攻坚。同时，我市建立完
善责任目标、工作台账等7项推进制度，不断将脱贫
攻坚推向纵深。

一年来，分包帮扶机制进一步优化。51个市级
领导分包51个重点乡镇脱贫攻坚工作，4个城市区
对口支援4个贫困县，669个贫困村每村一个第一书
记、一支驻村工作队，10.8万户贫困群众接受“一对
一”帮扶，675家民营企业踊跃参与，共同构成了坚强
有力的帮扶组织体系。

今年以来，脱贫攻坚的责任和压力，层层传导到
各部门各单位，传导到脱贫攻坚最前线，形成了“九
牛爬坡，个个出力”的生动局面。

扶贫干部（左）与栾川县秋扒乡秋扒村的贫困户（中）交谈

活把脱贫攻坚责任牢牢记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实

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落地生根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