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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西部脱贫地区—西部脱贫地区““55年过渡期年过渡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动态监测、精准施策、东西协作……进入过渡期以来，我国始终
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牢牢守住了脱贫地区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

强产业、稳就业、促增收……从八桂大地到云贵山区，从内蒙古大草原到青藏高原，一揽子帮扶政策带来的变化正逐渐转化为脱贫地区群众的
美好生活。

如今，站在关键节点上，脱贫地区干部群众鼓足了干事创业的热情，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积极开创百姓富、生态美、产业兴的未来新图景。












底线更牢：动态监测精准帮扶显实效

去年 1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山体

滑坡自然灾害给地处我国乌蒙山深

处的云南镇雄县塘房镇凉水村带来

不小的损害。

村民陈朝举一家面临因灾致贫

的风险。“看到家乡受灾严重，当时特

别绝望。”一年多过去了，每每回想

起，陈朝举仍心有余悸。

抢险救援全力以赴，防范因灾返

贫致贫风险也是重中之重。

镇雄县委书记肖顺兴说，各级迅

速启动应急救援机制，根据群众受灾

情况分类管理。按照“缺什么补什

么”原则，及时制定“一户一策”，坚决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低保救济、生活补助、住房保

障……包括陈朝举在内的当地 13 户

受灾群众均纳入动态监测帮扶。

今年 1 月，他们相继搬进县城的

安置房，生产生活又重新回到正轨。

“政府救助解决了不少困难，我们有

信心把日子越过越好。”陈朝举说。

一直以来，因病致贫、因灾致贫、

因学致贫是我国脱贫地区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

风险。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关键在于

开展动态监测，实施精准帮扶。

春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

尔沁左翼中旗，天气还略有寒意，保

康镇白吉来嘎查村民王淑河的内心

却很温暖。

铡草、投料、铲粪……一大早，她

便在自家牛棚里忙碌着。这些年，虽

不平顺，但纳入监测帮扶以来，一家

人的生活更有盼头。

丈夫罹患白血病，丧失劳动力，

女儿又在上大学，养家重担全压在王

淑河一人身上。“有段时间，家里简直

‘揭不开锅了’。”王淑河说。

一筹莫展之际，当地帮扶干部及

时将其纳入监测帮扶。“政府提高了

大病救助力度，一家人经济压力缓解

了不少。”王淑河说，帮扶干部还给女

儿申请了 3000元助学金，并联系爱心

企业捐赠了 2 头能繁母牛，生产生活

更有保障。

科尔沁左翼中旗农牧局副局长

任国恩说，只有健全防返贫动态监测

体系，不断完善帮扶机制，才能确保

脱 贫 人 口 不 返 贫、非 贫 困 人 口 不

致贫。

这些年，贵州坚持“四个不摘”政

策延续，通过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形成了横向汇

集 14 个部门 23 类数据，纵向贯通“省

市县乡”四级，具有“防漏”“防错”双

向预警核查功能的动态监测系统。

贵州省思南县委书记龚仆介绍，

全县利用该系统按月调度监测有关

重点人群，确保应帮尽帮。截至去年

底，全县累计识别监测对象 2948 户、

11384人，风险消除率达 62.9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目前，全国超过六成的监测对象已稳

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其余也都针对

性落实了精准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

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全国累计

帮扶 534万名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

稳定消除风险。2024 年前三季度，全

国脱贫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2384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 6.5％。

协作更强：多元助力促发展

春日的校园，鸟语花香，书声琅

琅。

课间，位于贵州的纳雍天河实验

学校的操场上，随处可见孩子们奔跑

嬉戏。看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校长

郑蕙倍感欣慰。

作为东西部协作的重要帮扶项

目，广州市天河区投入 4250万元在纳

雍县援建了这所学校，极大改善了这

个曾经贫困程度很深的山区小城滞

后的教育面貌。

“不仅帮助建学校，天河区还派

遣教育骨干到学校任教、管理，把东

部地区先进教育理念植入进来，让脱

贫地区的孩子在‘家门口’也能享有

优质教育资源。”郑蕙说。

教育扶贫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重要抓手。这些年，为了系统提升

纳雍县义务教育水平，双方还探索建

立了“纳雍天河教育集团”，多所学校

纳入管理，实现师资共享。

粤黔携手，远不止这些。从产业

培育到招商引资，从劳务输出到消费扶

贫，在黔山秀水之间，广州市这些年对

口帮扶给贵州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

闽宁同行、滇沪协作、苏藏联

动……过渡期以来，东西部协作持续

深化，东部省（市）人才、资金、资源等

不断向西部脱贫地区汇聚，为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广西资源县也是东西部协作的

受益者。2024 年，该县在深圳市支持

下组织企业相继参加了广州、惠州等

地农产品交易会，共签约 41个涉农项

目，签约金额超 1.68亿元。

“去年，10多家企业携带 130款产

品 亮 相 深 圳 展 会 ，现 场 销 售 额 达

496.95 万元，对全县产业带动很大。”

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堂雄表示。

进入过渡期以来，东西部地区双

向奔赴，互利共赢。

近年来，新疆抢抓江苏对口帮扶

机遇，增加劳务输出，促进群众稳岗

就业的同时，也为江苏多地输入更多

劳动力。

“今年外出务工，政府给予很多支

持，不仅岗位稳定，还能接受技能培训，

找工作更容易。”在江苏务工的新疆乌

恰县村民买买提吾拉依木·赛买提说。

通过开展劳务协作，加强技术培

训，不少外出务工群众逐渐从“临时

工”成长为“职业工”，也缓解了东部

用工荒、招工难。

随着东西部协作不断深化，我国

城乡融合、区域协同也不断加强，脱

贫地区逐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社会协同”的多元协作格局。

日子更好：智志双扶强动力

春暖花开，青藏高原生机盎然。

这段时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

荣镇那嘎村村民扎西多吉正在忙着

栽种青稞。“村合作社带动发展特色

种植、养殖，我独自承包了 9亩多地种

植青稞、豌豆，一年不仅增收 3 万多

元，还能参与合作社分红。”这位朴实

的藏族大哥话语里透着喜悦。

那嘎村曾是当地经济最薄弱的

村。为了激发脱贫群众自主发展内生

动力，当地一手抓党建，一手抓生产。

近年来，堆龙德庆区以那嘎村为

主整合了镇上 6 家村级合作社，成立

了那嘎庄园商贸有限公司，以规模化

种植、养殖、销售当地农特产品带动

村民致富。

该区区委书记石运本说，村民是

巩固脱贫成果的主体，既要加强基层

党建引领，激发他们想干事、愿干事、

干成事的热情，也要想方设法搭建发

展平台，拓宽他们的增收渠道。

在巩固脱贫成果的过程中，脱贫

群众既是精准帮扶的对象，也是致富

发展的主体。只有最大限度增强脱

贫群众持续发展的能力，最大程度激

发他们自力更生的动力，才能实现共

同富裕。

党建引领、宣传教育、技能培

训……进入过渡期以来，各地在不断

夯实脱贫基础的同时，积极加强“扶

智”与“扶志”相结合。不少人逐渐摆

脱了“等、靠、要”思想，从“要我脱贫”

转变为“我要脱贫”。

今年 27岁的周泯利在重庆市江津

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来自江津区高

屋社区贫困单亲家庭的她，是当地实

施智志双扶的受益者。如今，她每月

6000多元工资，一家人生活越来越好。

这些年，她和母亲不仅享有低

保，还申请了廉租房。在最困难的时

候，帮扶干部的关心更坚定了周泯利

继续读书的决心，在持续的教育资助

中考上了医科类大学。

“政府的帮助给我创造了很好的

机会，但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更取

决于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周泯利说。

为了让更多脱贫群众拥有“一技

之长”，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依托

现代家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创新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岗前培训＋

提质培训”等家政技能培训模式，累

计培训医院护工、养老育婴等技能人

才 5000余人。

专家认为，作为我国从消除绝对

贫困转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制度设计，

“5年过渡期”既是对脱贫攻坚成果的

“加固”，也是乡村振兴全面铺开的

“蓄势”。过渡期结束后，基层如何实

现减贫治理与乡村振兴平稳转型，广

大干部群众正在努力实践。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拱洞乡高

武村驻村第一书记谢勇说，对于过渡

期后帮扶政策如何延续，驻村工作队

是否继续保留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还

要积极做好解释等工作，坚定村民自

主发展信心。

党中央要求，对农村低收入人口

要建立统一监测、分类帮扶机制，把

民生底线兜牢。张兴旺表示，各地将

做好过渡期评估收官，谋划好过渡期

后常态化监测帮扶措施。系统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注重由点及面，带动

全局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