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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特刊

我市坚持把产业、就业
扶贫作为根本之策，以“千企
帮千村”活动为载体，以产业
扶贫“八种模式”为支撑，做
大做强文化旅游、健康养生、
月季、艾草等特色扶贫产业，
着力构建“七有”产业就业扶
贫体系：各县市区和有贫困
人口的乡镇至少有1个扶贫
产业示范园，每个贫困村和
重点村至少有1个扶贫就业
车间，每个贫困户都有牧原

“3+N”扶贫模式覆盖，每个
贫困村和重点村至少有1个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每户贫
困户至少参加1个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所有有就业能力
或有部分就业能力的贫困人
口至少参加1项就业技能培
训，每户有就业能力或有部
分就业能力的贫困户至少有
1人稳定就业，真正让贫困
群众融入产业链，确保持续
稳定增收。

在脱贫攻坚中，我市试
点探索内乡牧原“3+N”扶贫
模式，目前已在2018年拟脱
贫摘帽的内乡、镇平、方城3
个县试点推行，年底前在全
市推广实施，此举带动每个
贫困户实现持续稳定增收，
户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

此外，我市制定出台优
惠政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鼓励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城
市人才、青年学生返乡创业，
建设扶贫车间、开发公益岗
位，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双业”攻坚启动实
施以来，全市累计实施各类
产业扶贫项目1123个，覆盖
贫困人口 11.3万人，新吸纳
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3.6万
人；已建成、投产扶贫就业车
间 487个，吸纳带动 4万多
有就业技能和愿望的贫困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人均月增
收2000多元。

牢牢扭住根本，在“双业”提升上攻坚突破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携手贫困人口一起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铿锵足音，书写南阳精彩答卷
□本报记者 黄志三

“离年关越来越近了，再冷的天再大的困难，也
阻挡不了我们脱贫致富的信心。在党和政府的带领
下，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攻坚战！”这是西峡县西坪
镇下营村党支部书记立下的铮铮誓言。

日前，西坪镇在全镇开展了党建助力扶贫攻坚
重点工作逐村观摩活动。观摩团成员先后深入 20
个行政村，了解各村基层党建阵地建设、抓党建促脱
贫、垃圾治理以及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排查突出
问题。观摩中，下营村党支部书记讲出了基层干部
铆足劲儿脱贫攻坚的共同心声。

作为全省面积最大、人口最
多的省辖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南阳是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中原经济区
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中原城市
群重要区域中心城市。

在这片总面积2.66万平方
公里、总人口 1188万的广袤大
地上，有 6个国家级贫困县、1
个省级贫困县，552个贫困村
（其中 199个为深度贫困村），
14.4万户 33.42万贫困人口占
全 省 15.1% ，贫 困 发 生 率
3.21%，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
口均是全省最多。

多年来，南阳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
要指示精神，传达落实中央、

省、市有关扶贫重要会议精神，
坚持以作风攻坚促脱贫攻坚，
主动担当，履职尽责，凝心聚
力，开拓创新，充分发扬钉钉子
精神，坚决推进落实《河南省打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四场硬仗”“六大行动”“四项
工程”等重点工作。

在全省上半年脱贫成效考
评中，南阳位列 18个省辖市第
4名，进入先进行列。市级层面
开展的“医保救助工程”“千企
帮千村、万名干部助脱贫”活
动，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同志肯定，牧原“3+N”扶贫模
式得到国务院扶贫办认可，全
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现场会在
我市召开。

正视“三多”现状，
在苦干创新上攻坚突破

我市坚持把脱贫攻坚工作
作为“赢起输不起”的政治任务、
第一民生工程和“良心活”，以脱
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努力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
取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

工作中把脱贫攻坚作为
“书记工程”来抓，着力构建
“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扶
贫的工作格局：市委书记带头
遍访 75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
乡镇，各县（市、区）党委书记遍
访 辖 区 内 的 贫 困 村 ，所 有 乡
（镇、街道）党委书记和村支部
书记遍访辖区内的贫困户。对
标中央“五个一批”“六个精准”
和省委、省政府一系列决策部
署，严格落实市县抓落实、乡村

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和职责明
晰的责任体系。开展“千企帮
千村、万名干部助脱贫”、软弱
涣散村整顿、第一书记驻村帮
扶、“四联两聚”“头雁计划”素
质提升、龙腾南阳聚财才等“六
大行动”，筛选1407家企业，动
员 5万多名党员干部，分别与
贫困村贫困户结对帮扶；对 82
个软弱涣散贫困村进行集中整
顿；组建由县、乡副科级干部任
组长的村级脱贫责任组，实现
每个贫困村都有领导联、队伍
驻、企业扶，贫困户都有责任人
帮。建立乡镇脱贫攻坚成效季
通报、行业政策落实月排队、县
市区扶贫领域日通报周评比月
排名等制度，奖优罚劣。

践行“为民”初心，
在责任落实上攻坚突破

找准“药捻子”。全市范
围内推广实施“七改一增一
树”活动，各县（市、区）进行
有益探索，比如，内乡县创新
实施了“三带五联奔小康”活
动，由党员干部、致富能手、
社会能人带领带动本村非贫
困户、脱贫户、贫困户脱贫致
富。按照居住地相近、血缘
相亲、层次互补原则，5户为
一组，组成脱贫攻坚联户
组。以党员干部、社会能人、
致富能手为组长，结成荣誉
共同体，联学、联帮、联保、联
争、联创。

开好“药方子”。开办
“四讲四学”农民夜校，通过
党员干部讲、科技专家讲、
致富能人讲和农民自己讲，
引导贫困群众学科学理论、
学政策法规、学致富技术和
文明新风，充分发挥村民议
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
赌会、红白理事会作用，大
力开展移风易俗、倡树新风
活动。

探索“好路子”。制定
《志智“双扶”实施意见》，鼓
励各地结合实际设置载体、
探索方法，比如，唐河县开设

“爱心港湾”“初心屋”等建立
贫困户进步榜、退步榜和农
户环境卫生先进榜、落后榜，
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通
过积分改变习惯、勤劳改变
生活、环境提振精神。

为有壮志冲霄汉，敢叫
日月换新颜。在未来的日子
里，南阳上下将继续以良心
活的责任感使命感对待扶贫
工作，用有解思维破解脱贫
攻坚难题，统筹推进脱贫攻
坚与区域发展良性互动，用
干部辛苦指数换取贫困群众
幸福指数！累累累1

激发内生动力，在志智“双扶”上攻坚突破

贫困户中有许多是因病
致贫返贫，于是我市探索实
施了“医保救助工程”。针对
全市 60%以上农村贫困群
众因病致贫返贫这一现状，
我市在全省率先探索实施

“医保救助”工程，开展“四次
报销”。自2017年7月实施
以 来 ，累 计 补 助 85.5万 人
次，补助资金6972万元。这
一做法得到省委、省政府的
充分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对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家庭
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
的差额发放低保金。对返贫
的家庭，相应纳入临时救助、
医疗救助、农村低保等社会
救助制度和建档立卡贫困户
扶贫开发政策覆盖范围；对
不在建档立卡范围内的农村
低保家庭、特困人员，统筹使
用相关扶贫开发政策。

针对重度精神病人、重
度残疾人、鳏寡孤独老人、重
病患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户、孤儿等符合条件的特殊贫
困群体，我市探索建立集中供
养机制，以就近乡村为中心建
设“爱心救助服务站”。同时，
在 全 省 首 推“ 政 福 保 工
程”——市财政投入1000万
元，民政局作为投保人，针对
突发事故造成居民人身伤亡，
在无赔偿义务人或赔偿义务
人不明的情形下，给付救助
金。该工程今年4月份启动
实施以来，已理赔66起，赔偿
金额204万元。

织密保障网络，在兜底保障上攻坚突破

宛城区金华镇大力发展土豆种植，带动贫困户脱贫（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林晓 通讯员 宋兴立 摄

唐河县今年精准脱贫2164户5866人，完成31个贫困村退出。图为日前该县脱贫户领
取脱贫光荣证 特约记者 金少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