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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县域纵横

建强机制，锁紧巩固成果“责任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
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 ”

千责万责，首先扛责。 面对既要巩固拓展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又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艰巨繁
重任务，旬阳市委书记陈红星提出明确要求，“这是我们务必始终放在首要位置的政治任务，也是各级干部
的政治责任。 当前和今后五年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依然是全市各级的重大工作任务，必须矢志不渝地抓
紧抓好，来不得半点马虎大意。 ”

动真格，重实效。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压实压紧各方责
任。旬阳市不断创新体制机制，通过“体系明责、清单定责、常态督责”，形成责任具体、环环相扣的“责任链”。

责任体系“明责”，建立了“市级总揽全局、市级领导包抓、主责单位牵头、部门定点帮扶、镇村落实主干、
工作队驻村帮扶”的责任体系，形成领导小组牵头抓总，各专项工作组分工协作，市镇村统筹联动的组织推
进机制。 全市 41 名市级领导包抓 21 个镇，130 个单位包联 188 个重点村，选派第一书记 188 名、工作队员
616 名。

任务清单“定责”，以“任务清单”定责任、交任务，点对点制发《巩固衔接工作任务清单》，逐一明确镇村、
23 个责任部门和帮扶单位具体任务、完成时限、工作标准；以“负面清单”划底线、亮红线，列出 16 项 50 条
必须完成的底线任务，制发《巩固衔接工作风险提示》，强化红线意识、底线意识。

跟进指导“督责”，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出台《旬阳市巩固衔接督查办法》，成立专项督查组，开展常态
化督查督导，发现问题现场反馈、限期整改、销号管理，并通过“通报、约谈、移交”三种方式，强化督查结果运
用，倒逼问题真解决、风险快消除。

全市所有工作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聚力、所有资源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聚集、所有力量向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聚合，充分彰显着旬阳市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政治担当和决心信心。

硬核措施，筑牢防止返贫“保障网”

看着宽敞明亮的两层砖瓦房，想起 5 个多月前被洪水冲塌的房屋，47 岁的棕溪镇华峡村村民华开强心
里五味杂陈。华开强会养蜂，在政策扶持和自身努力下，很快成为产业带头人，也顺利脱了贫摘了帽。去年 8
月的连续强降雨，暴涨的洪水冲塌了家里的房屋，还冲跑了他的 90 多桶蜂箱，这让他生活一下子犯了难。

得知这一情况后，政府及时将他纳入防返贫监测户，并发放了补贴用于房屋重建。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
下，新建的房子已经竣工入住，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耀眼，也让华开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旬阳市脱贫人口多、防返贫任务重，全市有农村常住人口 383346 人、脱贫人口 120946 人。在旬阳，还有
不少像华开强一样的防返贫监测户，如何确保一户一人不出现返贫致贫？ 旬阳市以“政策衔接是前提，监测
预警是基础，精准帮扶是关键”为思路破解防返贫难题。

织密政策网。 旬阳市紧跟国家“1+32”衔接政策和省市配套政策，及时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制定行业方
案和政策清单，构建起“1+N”巩固衔接政策体系，确保过渡期教育帮扶、健康帮扶、住房保障、饮水安全、兜
底保障等政策不断档、不留白。 同时，印制《帮扶明白卡》和《政策明白单》入户上墙，清晰直观展现脱贫户和
监测对象基本信息、政策享受情况，提升政策落实透明度。

织密监测网。 旬阳市建立市级工作专班和镇、村、组全覆盖的三级网格化管理体系，“线下”每周排查，
整合 2173 名市直单位干部职工、762 名驻村干部、3709 名监测网格员、镇村干部，以及爱心企业、能人大户
等社会力量，全员开展监测预警，常态化、全方位跟踪；“线上”常态预警，组织相关行业部门常态化开展数据
信息比对，发现疑似风险及时反馈镇村实地核实。

织密帮扶网。 通过探索推行“3456”联户帮扶（监测）工作机制，旬阳市按照“四个确保”原则，根据监测
户、脱贫户、常住农户三类，“一对一”确定帮扶责任人、帮扶联系人、动态监测联络人，明确“五项任务”，夯实
一旬一联系、一月一走访、一年一慰问、制定一个帮扶计划、办理一件民生实事、记好一本《走访纪实》六项责
任，对所有农户实现帮扶全覆盖、无空档。

同时，旬阳市积极推行“精准防贫保险”，统筹 300 万元财政衔接资金作为精准防贫保险政府救助专项
基金，对因病、因灾、因学、因突发事故等特殊情况，造成脱贫人口和监测人口收入骤减的问题，早干预、早帮
扶。 目前已向因病住院自付费用人均超过 6000 元的 87 人补助资金 210 万元。

衔接振兴，跑好乡村振兴“接力赛”

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单级跳”，而是循序渐进的“健步走”。
旬阳市牢固树立“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工作理念，按照“抓点示范、以点带面、

连点成线、织线成网”的思路，大力实施乡村振兴“1226”示范体系建设，确定了“1 镇 22 个示范村 6 个样板
区”示范建设目标，落实市级领导包抓示范点建设责任制，建立市镇村三级“党委统揽、党政同责、齐抓共建、
各记其功”的工作机制，分别组建专班强力推动落实。

产业发展后劲足，群众增收有保障。 近日，雨水过后，气温回升，正值烤烟育苗的好时节。 走进麻坪镇海
棠寺村育苗基地，远远地就看到烟农们忙碌的身影，浇水、施肥、拌料、上料、播种、覆膜……来回穿梭在育苗
子床间，撸起袖子加油干，动作麻利而娴熟，不时地传来一阵欢声笑语。

“政府十分重视烟草种植，免费提供育苗物资，冬翻每亩地还有补助，经常派技术员到田地里传授种植
技术，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帮扶。去年种植烤烟挣了 25 万，今年我继续种植 50 亩烤烟。”种植户曾文明高
兴地说。

据悉，2022 年旬阳市计划种植烤烟 8 万亩，预计收购烟叶 17.6 万担，以烟草产业持续保障群众稳步增
收。

纵观旬阳市，因地制宜围绕“稳粮油、扩林果、提烟草、精养殖、强魔芋”思路，以做大做优拐枣、烟草、生
猪、魔芋四大特色农业产业为引领，农业产业风生水起，一批批依托特色种养业、特色林果业，发展优势明
显、特色鲜明的产业纷纷崛起。 2021 年旬阳新建高标准农田 3 万亩，全市粮食总产量 12.07 万吨、蔬菜总产
量 17 万吨、生猪存栏 22 万头、牛饲养量位居全省首位，累计种植拐枣 40 万亩、魔芋 10.8 万亩，发展烤烟 8
万亩， 食用菌产业被列入全省特色产业链规划，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2766 元， 同比增长
10.3%。

在推动产业振兴的同时，旬阳市同步推动乡村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设立五个工作专班，
由市级领导牵头推进。

农村要发展好，离不开好带头人。旬阳举办“3+X”人才服务暨高素质农民培训，新建高素质农民培育田
间学校 2 所，开展职业农民跟踪服务与示范带动培训 140 人，培育高素质农民 302 人，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
培训 1380 人，一批“田秀才”“土专家”带头人脱颖而出。

实施“兴文强旅”战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水平
……过去的一年，旬阳市不断补齐农村“短板”，不断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巩固脱贫成果，接续乡村振兴。 旬阳市将继续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和“两高于、两提高”目标，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着力打造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携手共绘“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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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多点开花的农业产业点缀着旬
阳的山山峁峁……阳春三月，段家河镇的樱
桃花令人流连忘返；仲夏时节，赵湾、甘溪等
镇郁郁葱葱的烟叶长势喜人； 金秋十月，双
河镇西岔流域鱼肥稻香； 今年正月初九，23
个乡村振兴示范建设重点项目迎春破土 ......
从旬河两岸到汉江流域，从秦岭山脉到巴山
山系，穿梭于旬阳乡野之间，伴随着四季更
替， 一项项巩固脱贫成果政策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一幅幅乡村振兴新画卷徐徐展开、
扑面而来。

2021 年，“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起始之年。 旬阳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要
求，突出“巩固”是基础、“衔接”是关键、“振
兴”是目的，人不解甲、马不卸鞍，乘势而上、
接续奋斗， 迅速接好巩固脱贫成果 “接力
棒”，全力跑好乡村振兴“接力赛”，实现巩固
衔接开好局、起好步。 旬旬阳阳市市吕吕河河镇镇卧卧牛牛山山车车厘厘子子现现代代生生态态产产业业园园全全貌貌

旬阳市仁河口镇水泉坪村乡村振兴旅游景点“崩云峡谷”道路建成通车

旬阳市城关镇“四海逸家”移民安置新社区全貌

旬阳市吕河镇冬青村漫山的“黄金果”狮头柑和前来赏玩采摘的游客

旬阳市赵湾镇集约化、规模化连片种植烟草产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