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识别清底子
如果把扶贫看作是治“穷病”，不明“病因”，

就“下不准药”“治不了病”、更脱不了贫！

如果说脱贫攻坚是一场战争，那“找病因”

“摸底子”就相当于战争前绘制的“作战地图”，

重要性不言而喻。

“病因” 怎样找？谁来找？

“作战图”怎样绘？谁来绘？

潢川县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的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严格执
行《河南省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及管理办法》，坚
持“公开、公正、透明”原则，建立精准识贫机制，

开展建档立卡工作。

日前， 记者来到潢川县扶贫攻坚指挥部办
公室，负责人打开全国扶贫业务管理系统，潢川
县

22

个乡镇、办事处（场）的贫困人口信息一目
了然，家庭成员、致贫原因、脱贫措施等清清楚
楚。

如此详尽的作战信息源于潢川县开展的
“百千万工程”。

百名驻村第一书记驻村。通过组织遴选，潢
川县选派

107

名有农村工作经验、 有涉农技术特
长、素质能力和作风过硬的后备干部担任“第一
书记”，对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
全覆盖。

千名领导干部带村包户。 县处级党员领导
干部每人定点联系

1

个村（社区），至少结对联系
服务

3

户以上基层贫困群众；乡科级党员领导干
部每人至少联系

2

户以上贫困户， 长期帮扶。截

至目前， 县处级领导结对联系困难群众
153

户，

乡科级领导结对帮扶困难群众
2667

户。

万名党员结对帮扶贫困群众。结合“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党员志愿服务、党员先
锋岗、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等活动。目前，潢川
县
1.5

万名党员深入到贫困户家中， 为贫困户找
准脱贫突破口，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干部下去， 情况上来。“百千万工程” 的实
施，强力推动了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建档立卡、

精准帮扶等工作，筑牢了精准扶贫的主阵地，充
实了精准扶贫的一线力量。为找准致贫“病因”，

绘制精准扶贫“作战图”提供了强大助力。

精准施策理路子
弄清贫困对象底子后， 如何制定详尽作战

计划，啃下脱贫攻坚这块硬骨头？

“产业扶贫和兜底扶贫两路并进；扶贫开发
与美丽乡村建设相辅相成； 放大金融支持精准
扶贫效应。”县扶贫办负责人的回答言简意赅。

产业扶贫拔穷根
今年

7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回族自
治区固原考察时指出，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
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
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潢川农业特色明显，是全国粮食先进县、全
国花木基地县、全国畜牧大县、国家鸭肉质量安
全示范区、中国优质糯米之乡、全国食品工业百
强县、全国水产大县。已经形成了华英鸭、生猪、

花木、粮油、水产和食用菌
6

大农业产业集群。因
此，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优势，成为潢川县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首选，也是必选之路。

“过去荒种薄收，村民生活困难。现在村里
引进了

15

家园林企业，

4000

多亩土地流转给企
业种植花木，群众就近就业，年工资

1

万元以上，

想自己种植的，政府每年还有免费的技术培训，

帮助引进新品种。”龚营村村支部书记王厚明介
绍说，“发展花木产业后， 咱村的生态环境也有
了巨大改变，如今是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呢！”

据不完全统计，潢川县依托盛世园林等
6

家
国家一级园林企业辐射带动花农

2

万多户，花木
种植面积达

26

万亩，年产值
16

亿元。花木产业成
为农民快速脱贫致富的绿色引擎。

潢川华英集团投资
1

亿多元，建成标准化养
殖小区

689

个，实行“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带
动了潢川及周边县区

30

万农户脱贫致富。

“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潢川产业
扶贫工作有特色、有规模、有品牌，覆盖面广、辐
射带动能力强， 走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扶
贫路。”该县县长兰恩民说。

潢川县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户
一增收”的发展思路，依托六大产业集群，制定
了《“十三五”权限产业扶贫规划》等

6

大产业专
项规划，对全县优势产业科学布局，将贫困户全
部纳入到产业发展的链条中。

以
97

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引领，潢
川县延伸“公司

+

基地
+

贫困户”的链条，发展“订单
农业”，放大了产业集群增加就业、带动脱贫的效
应。 据统计，

6

大产业集群已带动各类农业产业化
经营组织

976

个，农户
8

万余户，户均增收
2000

余
元。

2015

年，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10681

元，增速
位居全市第一。

社会保障兜底线
让社会保障兜起脱贫底线。

在潢川县脱贫攻坚第二次推进会上， 县委
县政府明确提出， 要把社会保障这一兜底之策
抓实抓细， 建立兜底档案， 实现救助兜底全覆
盖，加强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施健
康扶贫，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潢川县坚持发展为民、民生优先，将财力向
民生倾斜，持续办好实事要事，着力惠及民生民
利。

2015

年，潢川县全年累计投入民生资金
25.92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80%

以上，受益群众
30

余万人。

“十二五”期间，潢川县着力办实民生工程，

夯实民生基础，落实民生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大病救助、特困人员供养实现全覆盖。

目前， 潢川县已初步建立起以最低生活保
障、五保供养、新农合、基本养老为基础，医疗、

教育、 住房等专项救助相配套的广覆盖、 多层
次、兜底式的社会保障体系。

美丽乡村入画来
走入地处潢川县西南的仁和镇连岗村，只

见成排连栋的别墅，依山傍水、顺势而建，与周
边环境相互映衬，浑然一体，为人们描绘了一副
“人在园中、房在林中、村在画中”的美好画卷。

“过去大家一说俺们村，就是‘泥巴凳子泥
巴墙，泥巴供桌泥巴炕，除了泥巴没家当’。” 该
村南湾村民组的贫困户夏国清站在自家新房门
口笑眯眯地说，“没想到， 俺现在也能住上这么
好的房子！”他家

4

口人，扶贫搬迁项目资金解决
了
24000

元，危房改造资金解决了
10000

元，老宅
基地退出解决了

21000

元。 老夏只掏了
15000

元
就住上了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的新房。

连岗村地处浅山丘陵，荒岗薄岭多，贫困户
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
人，贫困人口

240

户
994

人，占全村总人口三分之
一以上。

“依托资源、 因地制宜， 我们村流转土地
4500

亩，发展花木产业和茶产业，解决了
200

个
以上的劳动力常年就业， 农户通过流转土地和
务工，能实现稳定脱贫。目前全村已脱贫

153

户
622

人。”该村村支部书记刘家金说。

创新方式促共赢
7

月份，国家开发银行的首笔
1000

万产业扶
贫贷款在潢川县发放， 用于支持该县谈店乡万
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实现脱贫致富。

这是潢川县创新政府、企业、金融、保险、贫困户
五位一体产业扶贫模式的具体成效。

县财政拿出
3

个
3000

万元， 与金融部门合
作， 分别搭建针对扶贫企业发展的“批发贷平
台”、助推企业精准扶贫的“周转贷平台”和针对
贫困户的“小额贷平台”。 银行对企业扶贫贷款
执行基准利率，县财政每年拿出

500

万用于扶贫
贷款贴息。

潢川县已选择九龙春天公司为试点，由国开
行向以贫困户为主体的食用菌种植合作社发放
贷款， 合作社将贷款以股份形式入股在九龙春
天食用菌基地种植香菇，公司租赁承包经营，以
每年不低于贷款金额

10%

的比例给予贫困户分
红并进行贷款担保，还本付息由企业负责，贫困
户优先在基地务工。目前，潢川县已启动谈店乡
万营村和来龙乡杨双楼村试点项目， 将两村

428

户贫困户全部纳入其中，带动两个村整体脱贫。

精准考核定法子
8

月
10

日， 潢川县传流店乡乡政府会议室，

气氛严肃而热烈，各站所、村组负责人正在就本
部门、本村的扶贫攻坚工作进行述职，随后现场
人员就工作情况作评议。该乡《

2016

年重点工作
责任落实表》中，扶贫攻坚排在重点工作首位。

为全力保障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 潢川县
着力建立健全相应配套机制和保障。

实行考核机制。将扶贫开发任务在年度综合
目标中的权重由

60%

提高到
70%

。实行“三挂钩一
否决”， 即脱贫工作与乡镇办事处年度考核挂钩，

与县直单位的绩效挂钩，与责任领导奖惩挂钩，对
完不成扶贫任务的部门和乡镇实行一票否决。

实行督查机制。围绕脱贫攻坚阶段性工作任
务进行督导，对完不成工作任务的相关单位和责
任人，发出“三级三色督查令”限期进行整改。

实行问责机制。 对扶贫攻坚工作排名在后
的，予以降职或免职处理，以严肃问责倒逼责任
落实。

实行激励机制。 对第一书记和乡镇分管扶
贫工作的领导，工作完成较好的予以表彰奖励、

提拔重用， 对全县贫困村的优秀村支部书记授
予脱贫攻坚奖章，对村干部予以表彰奖励。

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鼓起“不破
楼兰终不还”的劲头，潢川县全体党员干部正以
良好的精神状态，迈出铿锵有力的步伐，全力打
好扶贫攻坚战，确保群众如期实现小康梦。

8

责编：何海荣审读：晓燕组版：杨国华
2016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回望五年发展成就迎接市五次党代会召开

立下扶贫志 打好攻坚战

———潢川县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作为大别山片区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潢
川，贫困面宽、程度深、战线广。近年来，潢川
县委、 县政府始终将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
和一号民生工程， 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经过不
懈努力，“十二五”期间，全县争取并投入各类
扶贫资金

2

亿多元，累计实现
6.1

万贫困人口
稳定脱贫。 截至目前， 仍有

61

个贫困村，

16242

户贫困户，

51771

名贫困人口。

“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把脱贫攻坚作为头
等大事来谋划， 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来部署，

‘转、扶、搬、保、救’五措并举，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 确保

2017

年整体脱贫。”

2016

年
7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潢川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上，县委县政府对全县人民作出庄严承诺。

如何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帮助
5

万余
名贫困群众彻底摘穷帽， 让潢川人民在小康
路上越走越宽， 成为当前潢川县自上而下共
同关注的话题。

“今后五年，潢川县必须要完成的首要任
务就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责任如此重大、任务
如此艰巨，只有一条路径，那就是全力以赴，

各项工作向脱贫攻坚聚焦， 各方力量向脱贫
攻坚聚合，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县
委书记赵亮的话掷地有声。

脱贫攻坚战，既要打好，更要打赢。

怎么打？

根本是两个字———精准！

1

2

3

本版文图： 本报记者潘伯栋
通讯员蔡丽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的合作社就业

驻村第一书记走访贫困
户

贫困户与公司合作种植香
菇

延伸产业链条助力精准
扶贫

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
训

乡村生态环境得到巨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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