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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县域纵横

隆冬时节，漫卷寒意。 然而对白河县仓上镇天宝
村村民王敦见来说，这个冬天不“冷”。

“6 亩土地流转到天宝村集体经济子公司裕民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领取流转费 1800 元，年底收益
分红 1800 元。 ”和天宝村 59 户一样，王敦见手捧着分
红资金露出甜蜜笑容。 “平时还可以到裕民农业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务工，实现年增收 5000 元往上呢！ ”

天宝村“村集体经济+村办企业+农户”模式使土
地资源转化为农民股权和股金， 将集体收益的 70%用
于分红，把全村 33 户“三类户”控制在“返贫线”以内，
只是白河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个缩影。

没有停歇的脚步，只有奋进的号角。 白河县广大
干部群众斗志昂扬，乘势而上，以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为底线，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以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为着力点，以激活群众内生动力为抓手，努力绘就
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2021 年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 这一年，白河县
委书记李全成走访群众、调研指导、督促检查的足迹，
遍布村村落落。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
都已明确，我们必须从我做起、率先垂范，始终保持战
时状态和冲锋姿态，锻造牢不可破的责任链条，确保
把责任扛牢扛实， 把工作落细落小， 把亮点做优做
靓。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推进会上，李全成如是强调。

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巩固成果同样艰巨。
白河县持续深化“三级书记”“五个同责”，落实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包片，11 名县级领导联镇，31 名县
级领导联村，实现县级领导以上率下、行业部门协调
推进、县直部门倾力帮扶、镇村组织认真落实、驻村工
作队履职尽责、群众主体作用充分发挥。 成立 11 个专
项工作组和工作专班，制定巩固衔接五年实施规划和
产业振兴等 11 个有效衔接工作实施方案， 细化县、
镇、村目标责任清单。

每个村庄的资源禀赋不同，如何走出特色？ 白河
县按照抓点示范、 规划先行的思路， 明确 1 镇 10 村
（社区）为乡村振兴试点，落实 1 个中央单位、17 个省
级部门、14 个市级部门和 102 个县级部门包村任务，
选聘 1750 名防返贫监测网格员对所有农户全覆盖监
测，抽调 3000 余名干部监测帮扶脱贫户和“三类人员”
户，向“五类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 89 人、驻村工作队
员 275 人。

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督查问责工作就跟进到哪
里。 该县制定出台关于建立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督查问责机制的实施意见，围绕疫苗接种、巩固
衔接、疫情防控、废弃硫铁矿污染治理等重点工作，组
织开展督查 7 轮次，督促整改问题 102 项，谈话提醒、
批评教育 11 人，以强力督查、严肃问责，促进惠民政
策落实、治理效能提升。

组织联姻，开通致富“连线”。 党政主要领导带队
前往中核集团、高陵、西咸等定点对口单位商议对接
新一轮帮扶协作工作，全力争取苏陕协作帮扶。 落实
57 个企业 70 个园区帮扶全县 10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和 74 个脱贫村，以签约结对、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
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

“‘脱了贫’不代表‘没困难’，‘有收入’不代表‘没
风险’。我们必须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
制，持续提升‘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坚决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条底线， 确保幸福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 ”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王日新在城关镇安福村
督导检查时强调。

家住麻虎镇太和村的牛玉晓， 靠着勤劳双手，在
2018 年脱贫摘帽。 原本以为一家人可以踏踏实实幸福
生活，不料事与愿违，2020 年他被查出三叉神经痛，单
手术治疗就需花费八万多。 2021 年 4 月做开颅手术
又花费三万多。村两委排查发现这个情况，通过合法合
理程序，及时将牛玉晓纳入“脱贫不稳定户”，落实住
房、医疗、兜底一系列政策，帮其一家顺利渡过难关！

强化人员排查，守住返贫底线。白河县组织开展农
户全员排查、到村“六查”入户“六问”和“两不愁三保
障”及饮水安全大排查大整改大落实专项行动，全面推
行风险摸排网格化、监测预警信息化“两化管理”，实现
人工走访排查发现返贫线索与部门数据比对发现返贫
线索互为补充；做到全程监管、清单交办、精准帮扶、定
期通报、绩效考核“五个坚持”，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
帮扶“三个到位”，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

重监测、强帮扶，让脱贫成效更可持续。 探索建立
“3533”动态监测帮扶工作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
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对应落实产业、就业、兜
底等帮扶措施， 全县三类人员 1690 户 5620 均全部落
实有针对性帮扶。 探索推行“户分三类”工作法，采用
“红、黄、绿”三色管理，聚焦“纳入—帮扶—消除”三个
重点，对三类人员实行动态管理。

同时，落实 188 万元财政资金用于防贫保障，为临
贫易贫人员构建起多重精准防贫网， 实现动态监测和
精准帮扶同步跟进。夯实控辍保学“七长制”，义务教育
阶段脱贫家庭学生无失学辍学。 全面开展城乡低收入
家庭认定工作， 将低收入家庭中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
低保、 特困供养或临时救助范围。 加强生态护林员管
理，续聘生态护林员 1446 人，全县 3200 多个公益岗总
体保持稳定。

走进白河县的山山坳坳，排排黛瓦白墙的徽派民居
映入眼帘，笔直的硬化路延伸至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图文
并茂的文化墙展现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文化广场三五成
群的妇女跳着欢快的广场舞……脱贫后的群众脸上挂
满了笑容， 后续帮扶政策让他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 “红
利”。 人们不禁感叹道：乡村振兴，带来“稳稳的幸福”！

“农闲时给核桃除草施肥、修剪果枝，农忙时帮忙采
摘核桃。 ”谈起现在的生活，冷水镇周晋杰感慨道：“真是
不敢想，曾经的荒山沟现在靠产业致了富，一年能挣八千
多，既给晚辈减轻了担子，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

山，还是那座山，但变了模样。
白河县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实施“产业强县”战略，

聚力建好木瓜、茶叶、黄姜、石材、农旅康养、清洁能源、
新型材料、生态养殖“八大产业链”，累计发展光皮木
瓜、富硒茶叶、油用牡丹等特色产业 35 万亩，建设蔬菜

保供基地 3 个，发展高产辣椒、特色水果园 4100 亩，带
动 1.2 万余户脱贫户户均增收 1000 元以上。 培育县级
以上现代农业园区 153 个， 市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
33 个，家庭农场 268 个；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 485 个。

顾家又就业，日子美而甜。 “家住 3 楼，上班在 2
楼，既能照看老人和娃子，还能挣点生活费。”中厂镇石
梯社区杨春梅对家门口的岗位很满意。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富民之源。白河县大力发
展“归雁经济”，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全县累计兴办
新社区工厂 112 家， 实现 100 户以上安置点社区工厂
全覆盖，新增就业岗位 5000 多个。 落实创业就业扶持
资金 250 余万元，开展就业技能、创业和农林技术培训
2687 人。开展线上、线下劳务招聘“春风行动”16 场，实
现劳动力转移就业 6. 3 万人。

创新方式添动力， 消费帮扶助增收。 通过农超对
接、农校对接、农社对接和农产品“互联网+”融合发展
方式，不仅让优质农特产品走出大山，还提升了白河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目前，累计举办各类农产品推介会、
展销会 20 余场次、展销产品 50 余种， 45 家 128 款产
品列入国家级贫困县重点扶贫产品名录，20 家 151 款
产品在“扶贫 832 平台”上架。

绵延的茶叶梯田坡坡相偎，缕缕茶香沁人心脾，碧
绿的茶园如同飘扬的丝带， 沿着平坦开阔的 “宋大公
路”铺开，在白河县宋家镇这抹绿色不仅是色彩，更是
村民增收致富的法宝。按照“茶旅一体”的发展思路，该
镇建成标准化茶园 2.5 万亩， 力将茶区变景区。 2021
年，宋家镇被农业农村部表彰为“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宽阔整洁的构坪“彩虹路”、绿树红花环绕的文化
广场、 飞珠溅玉的响水岩瀑布、 高耸挺拔的千年银杏
……在东坡村， 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旅游打卡。

“以前，交通不便，家家户户比看谁地里产的东西
多。现在，我们比哪个村子更干净，旅游发展得好。大家
都明白美丽乡村不仅仅是外表美， 更能带来实实在在
的收益。 ”村民赵明港说。

绿树红花掩映庭院，整洁路面宽阔平坦。在美丽乡
村建设中，白河县累计投入 16.13 亿元资金，实施交通
项目 226 个， 新建和改造提升 1300 多公里农村道路，
持续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村庄清洁提升行
动，全面启动 11 个农村人居整治示范村、41 个推进村
建设任务， 改造卫生户厕 1170 座、 无害化卫生厕所
112 座，全县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3.06%。

“面子”有颜值，“里子”也要实。 白河县把新民风
建设作为激发群众接续奋斗的重要载体， 持续深化拓
展“文化融入文明实践”行动，组织群众宣讲员开展集
中宣讲 320 场次，受教育群众达 3.1 万人次，持续巩
固拓展新民风建设成果， 有效发挥先进典型在产业发
展、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激励引领作用。 同时，将党建工
作与金融服务有机结合，在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设立“乡村金融超市”，分层分级建立评级授信机制，让
守信者充分享用“信用红利”。

宏伟蓝图已绘就，接续奋斗正当时。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白河县将聚焦“乡村美、产业兴、村民富”目标，
增强“过了一山再登一峰”的担当，绘就更加壮美的乡
村振兴画卷，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
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业业 旺旺 人人 勤勤 家家 园园 新新
—————— 白白河河巩巩固固拓拓展展脱脱贫贫攻攻坚坚成成果果同同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有有效效衔衔接接工工作作纪纪实实

通通讯讯员员 汪汪银银春春 何何军军 胡胡万万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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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茶树树嫩嫩芽芽吐吐新新绿绿，，清清新新春春意意满满茶茶园园。。 白白河河县县统统筹筹推推进进全全县县乡乡村村产产业业振振兴兴有有效效
衔衔接接，，提提档档升升级级扶扶贫贫产产业业，，完完善善产产业业基基础础设设施施，，强强化化产产业业技技术术指指导导，，带带领领群群众众增增收收
致致富富。。

�� 理理论论宣宣讲讲““接接地地气气””，，““声声入入人人心心””鼓鼓干干劲劲。。 白白河河县县委委宣宣讲讲团团采采取取““理理论论宣宣讲讲++文文艺艺
下下乡乡++百百姓姓故故事事++现现场场互互动动””模模式式，，深深入入开开展展对对象象化化、、分分众众化化、、互互动动化化巡巡回回宣宣讲讲，，打打通通
宣宣传传教教育育群群众众““最最后后一一公公里里””。。

�� 初初冬冬时时节节暖暖意意浓浓，，茶茶乡乡放放歌歌俱俱欢欢颜颜。。白白河河县县累累计计组组织织““开开展展消消费费帮帮扶扶 巩巩固固脱脱贫贫成成
果果 助助推推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巩巩固固拓拓展展脱脱贫贫成成果果接接续续推推进进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暨暨农农特特产产品品消消费费帮帮扶扶活活动动
111100 余余场场，，帮帮助助农农户户拓拓宽宽农农产产品品销销售售渠渠道道，，不不断断提提升升带带贫贫益益贫贫作作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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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 ““四四个个不不摘摘””——————
领领导导当当好好领领头头雁雁，，干干群群共共绘绘同同心心圆圆

聚力 监监测测预预警警——————
扶扶上上马马送送一一程程，，幸幸福福路路上上不不掉掉队队

增增收收致致富富——————
立立足足优优势势兴兴产产业业，，乐乐业业安安居居幸幸福福来来

聚力

聚力 内内生生动动力力——————
诗诗意意乡乡村村留留乡乡愁愁，，文文化化赋赋能能添添活活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