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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底底线线 抓抓发发展展 促促振振兴兴
——————安安康康市市防防止止返返贫贫监监测测和和帮帮扶扶工工作作相相关关政政策策解解读读

防返贫监测

1、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包括哪几类？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以下简称“监测对象”）包括：脱贫不

稳定户 ,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或因意外事故等刚性
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以
下简称“突发严重困难户”)三类对象。

2、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的概
念区别？

脱贫不稳定户：是指人均纯收入在我省防止返贫监测范
围收入标准内，且受各种原因影响存在返贫风险，被纳入监
测对象开展帮扶的脱贫户。

边缘易致贫户：是指人均纯收入在我省防止返贫监测范
围收入标准内，且受各种原因影响存在致贫风险，被纳入监
测对象开展帮扶的一般农户。

突发严重困难户：是指人均纯收入超出我省监测范围收
入标准，但因受突发事件等各类因素影响致家庭刚性支出较
大或收入大幅缩减，使其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并存在返贫
致贫风险，被纳入监测对象开展帮扶的农户。 突发严重困难
户可以是脱贫户，也可以是一般农户。

3、哪些情况下可以认定为监测对象？
综合考虑收入支出情况（过渡期内，年度监测范围收入

标准由省乡村振兴局每年年初确定公布。2022 年全省监测范
围收入标准 6700 元），以及“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等方面存在
的返贫致贫风险，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监测对象识别认定。 具
体工作中，可以分两类情况：一是农户人均纯收入在我省监
测范围收入标准内，且因受各种原因影响导致基本生活出现
严重困难或“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出现突出问题，依靠自身力
量难以解决，存在返贫和致贫风险的农户。 二是虽然农户人
均纯收入超出我省监测范围收入标准，但因突发事件等各类
因素导致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使其基本生活出现
严重困难，或“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出现突出问题，依靠自身
力量难以解决，存在返贫和致贫风险的农户。

4、识别认定监测对象的程序是什么？
严格监测对象识别认定程序和步骤，接受社会和群众监

督，确保公开、公正、透明。 （1）入户核查与农户授权。 接到风
险预警信息 24 小时内，由镇级组织村两委成员、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镇包村干部完成入户核查，提出初步意见，确定
疑似风险户。 同时完成农户承诺授权，基本信息采集等工作。
农户自主申报的，申报时应一并填写承诺授权书。 （2）民主评
议和公示。 结合入户核查、信息比对情况，村级每周组织召开
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两委”扩大会议，围绕拟纳入
监测对象家庭状况、风险困难情况、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等，
开展综合研判和民主评议。 评议结果在村级公示 5 日，公示
环节原则上只在村内开展一次，县乡不再重复公示，公示无
异议的报乡镇汇总，同步采集拟纳入监测对象有关信息。 对
群众反映的意见和问题，及时核查核实，做好沟通解释，并向
群众反馈。 （3）审核批准和公告。县级乡村振兴部门接到乡镇
汇总上报的名单后，2 日内完成审核批准工作并予以公告，同
时督促相关行业部门尽快落实帮扶措施。 监测对象纳入应以
县级审批结果为准。 乡镇应根据县级审批结果，在 3 日内完
成监测对象信息录入。 拟纳入的监测对象信息比对与识别认
定程序同步进行。 识别认定一般不超过 15 天。

5、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怎样判定？
经济与本户连为一体，共享收支的人口。 主要包括长期

（6 个月）共同生活人员、家庭外出务工人员、在外上学的学
生、服役人员和由子女赡养的老人等。

6、监测对象落实帮扶措施要求有哪些？
在监测对象识别认定后（除风险自然消除外），原则上在

10 天内完成帮扶计划制定和帮扶措施申报。 30 天内落实帮
扶措施。 帮扶措施落实时间以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时间为准。 对监测对象的帮扶要继续坚持精准施策。 对义务
教育、住房安全、饮水安全等方面存在问题，导致的单一返贫
致贫风险，要及时落实针对性的单项帮扶措施，尽快解决问
题，消除风险。 对于其他返贫致贫风险较为复杂的，要精准识
别认定监测对象的风险类型，可以结合风险类型和发展需求
因人因户落实综合性帮扶措施，做到管用够用。 其中对有劳
动能力的监测对象， 要优先落实产业就业等开发式帮扶措
施，帮助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不能靠发钱养人，更不
能用政策养懒汉。

7、监测对象风险消除的条件和程序是什么？
家庭人均纯收入要稳定超过当年监测范围收入标准 、

“三保障”及饮水安全持续巩固、返贫致贫风险已经稳定消除
的监测对象，或返贫致贫风险自然消失的，按程序标注风险
消除。 监测对象标注风险消除程序包括村级入户核实、民主
评议和公示，县级部门审核批准和公告等环节。

(联系人：熊滔 17709158880）

产业帮扶
(其中农业产业帮扶奖励标准、申报程序依据各县（市、

区）文件执行）

8、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享受对象和补助标准是什么？
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 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

耕地、林地、成片良田转为设施农业、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
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
到耕种条件的耕地不再予以补贴。 对实施退耕还林政策的不
予补贴 ;对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
作层植物的耕地不得补贴 ;有条件的县（市、区）根据情况探
索对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新发展的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的耕地
不予补贴;对 1 年以上的抛荒地、撂荒地取消次年补贴资格，
待复耕复种后可重新纳入补贴，对 2 年以上的抛荒地、撂荒
地，除取消次年补贴资格外，依法追回上一年补贴，对常年抛
荒地、撂荒地不得补贴；鼓励将开展撂荒地整治的耕地纳入
补贴。 每亩补贴标准为 60 元。

9、种粮一次性补贴享受对象和补助标准是什么？
实际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实际种粮者，具体包括利

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以及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开展
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 实际种粮者在合
同（协议）中有明确补贴发放对象的按约定执行。 每亩补贴标

准不低于 10 元（具体标准依据各县（市、区）文件执行）。 具体
申办程序依据各县（市、区）文件执行。

10、农机购置补贴享受对象和补助标准是什么？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农机购置补
贴实行定额补贴。 补贴额依据同档产品上年市场销售均价测
算确定各档次补贴额度上限，测算比例不超过 30%。

11、农村厕所革命奖补标准是什么？
针对农户，每座无害化卫生厕所奖补 1100 元（其中户厕改

造每座补助 1000 元，后期管护公共设施补助每座 100 元）。
（联系人：崔世伟 13992578219）

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劳动力帮扶

12、外出务工交通费补助适用范围和标准是什么？
外出务工的脱贫人口（含三类监测对象）给予补贴标准

不超过 500 元的交通费补助，每人每年只享受一次。
13、求职创业补贴对象和标准是什么？
学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普通高等学校、 技师学院、特

殊教育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民办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学年
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贫困残疾人家
庭、脱贫户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残疾及获得国家助
学贷款的毕业生每人 1000 元。

14、一次性创业补贴适用范围及标准是什么？
对在安康市域内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

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 6 个月
以上的农民工等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毕业年
度和毕业 2 年内高校毕业生、脱贫劳动力、退役军人，按每人
50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15、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对象和标准是什么？
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稳定收入的脱贫未就业劳动力

（含监测对象），重点是“三无”人员中易地扶贫搬迁“零就业”
脱贫户劳动力和弱劳动力，每人每月不超过 600 元。

16、社区工厂（就业帮扶车间）吸纳就业一次性岗位补
贴、场地租赁费、水电费补贴适用范围及标准是什么？

经人社部门认定的新社区工厂或经乡村振兴部门认定
的就业帮扶车间，新吸纳 1 名脱贫劳动力就业并签订一年以
上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的，给予 1000 元的一次性岗位补贴。
对社区工厂从业人员中脱贫劳动力数量不低于本企业（分公
司、分厂、卫星工厂、车间等可单独核算）员工总数三分之一
的，对其生产经营场地租赁费、水电费，按不超过实际支出额
50%的标准给予补贴，补贴期限两年。

17、就业帮扶基地吸纳就业一次性就业奖补适用范围及
标准是什么？

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帮扶基地，新吸纳脱贫劳动力和
农村低收入劳动力就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
并在岗时间不低于 6 个月的， 按每人 2000 元的标准对基地
（企业） 给予一次性就业奖补资金， 每年累计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18、困难群体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代缴政策范围和标
准是什么？

从 2022 年 1 月起，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 返贫致贫人口和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由
政府为其代缴 50 元养老保险费， 所需资金由省和市县财政
各负担 50%；对重度残疾人由省级财政为其代缴 100 元养老
保险费。

19、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和标准是什么？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或毕业前一

学年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
育类在校生）、脱贫劳动力、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
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退役军人（含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复员干部）、大学生村官、离校 2 年内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残疾人、强制隔离戒毒人
员、存在返贫风险的已脱贫人口、存在致贫风险的边缘人口
中具备发展条件和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14-35 周岁有就业
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城乡各类青年劳动者、长江流域禁捕
渔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尚未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未就
业劳动者、 法定劳动年龄以上 65 周岁以下未就业的脱贫人
口等群体。

（1）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我市结合地方实际调整标准的
培训项目为：修脚师初级（五级）职业技能培训课时 140 课
时，补贴标准 1800 元；养老护理员初级（五级）职业技能培训
课时 90 课时，补贴标准 1800 元；直播销售员初级（五级）职
业技能培训课时 80 课时，补贴标准 1800 元。

组织重点就业群体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培训后 3 个月
内该班次就业率低于 30% （不含）的，该班次就业人员可享
受培训补贴，其余人员均不给予培训补贴。 补贴标准按该职
业（工种）初级工本地职业培训补贴标准执行。 培训后 3 个月
内该班次就业率高于 30%（含）的，该班次培训合格人员均可
享受培训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该职业（工种）初级工本地职
业培训补贴标准。 具体比例为：就业率高于 30% （含）以上
的，补贴比例为 100%;就业率 65% （含）以上的，补贴比例为
120%;就业率 80% （含）以上的，补贴比例为 150%。

（2） 创业培训补贴标准： 在校大学毕业生每人每期 600
元；其他群体为培训合格后 6 个月内未创业成功的每人每期
1000 元，培训合格后 6 个月内创业成功的每人每期 2500 元。

（3）交通生活费补贴享受对象及标准：对脱贫未就业劳动力、
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
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等参加就业创业培训的， 培训
期间可给予生活费、交通费补贴，每人每天补贴标准为生活费不超
过 20元、交通费不超过 30元，每人每期累计不超过 2500元，可从
专账资金支出，每年只享受 1次。

（联系人：冯勋 13891533721）

兜底保障

20、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低保）享受条件和补助标准
是什么？

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目前农村低保标准
为 4830 元/人年），且财产符合低保规定。 分档补差，对老幼

病残实施分类施保。
21、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农村五保）享受条件和补助

标准是什么？
年老、残疾或未满 16 周岁，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

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
无赡养、 抚养能力的。 目前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
6300 元/人每年。

22、临时救助申请条件是什么？
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

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困难的家庭；因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
上涨、家庭成员身患疾病维持基本医疗、接受非义务阶段教
育等原因，导致生活必需支出费用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基本
生活暂时出现困难的家庭； 县级政府规定的因其他困难，导
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 或因遭遇火灾、交通事故、突发
重大疾病或者其他特殊困难，暂时无法得到家庭支持，导致
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个人。

23、低保边缘家庭申请须具备什么条件？
家庭人均纯收入高于当地低保标准、但低于当地低保标

准 1.5 倍，且财产状况符合低保财产要求的。
24、救助标准和申办流程有哪些？
低收入家庭中的重病、重残按“单人户”纳入低保；将低

收入家庭纳入监测范围，按相关政策享受专项社会救助。
25、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享受对象和补助标准是什么?
具有安康市户籍并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中生活困难的贫困残疾人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已纳入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残疾人；2.属于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的一、二、三级残疾人。 18 周岁以下残疾人每人每月 100
元；18 周岁以上残疾人每人每月 60 元。

26、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享受对象须具备什么条件？
具有安康市户籍并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视力、肢体、智力、精神和多重
残疾人。

27、补助（贴）标准和申办流程是哪些？
一级残疾人每人每月 120 元； 二级残疾人每人每月 80

元。
28、居住地申办低保等社会救助享受须具备什么条件？
符合救助条件，户居分离，非本地户籍但在本地拥有或租

赁房屋居住，长期在本地生活的困难群众，本地居住时间不低
于 3 个月的，可申请临时救助；本地居住时间不低于 6 个月的，
可申请低保；本地居住时间不低于 12 个月的，可申请特困。

（联系人：梁炜 13084810657）

健康帮扶

29、大病专项救治病种包括哪些？
救治病种：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心病、食管癌、胃癌、结肠

癌、直肠癌、终末期肾病、肺癌、肝癌、乳腺癌、宫颈癌、急性心
肌梗死、白内障、尘肺、神经母细胞瘤、儿童淋巴瘤、骨肉瘤、
血友病、地中海贫血、唇腭裂、尿道下裂、耐药性结核病、脑卒
中、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艾滋病机会感染、膀胱癌、卵巢癌、肾
癌、重型精神障碍、风湿性心脏病共 30 种。

30、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要求是什么？
持续做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做好脱贫人口及“三

类重点人群”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等 4 种
重点慢病患者的规范管理和健康服务。

（联系人：郑向东 13891576596）

医保帮扶

31、门诊统筹补助对象和标准是什么？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年度支付限额为

每人 100 元。
32、门诊慢特病补助对象和标准是什么？
符合门诊慢特病病种管理标准的参保患者。 白血病、肝

硬化(失代偿期)报销比例 70%，封顶线 2 万元；血友病报销比
例 80%，封顶线 5 万元；重度精神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系
统性红斑狼疮、白癜风报销比例 60%，封顶线 0.2 万元；脑血
管疾病后遗症（康复期）、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肺源性心脏
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高血压病(中危以上)、糖尿病
(并发症)、冠心病、癫痫、肾病综合征、甲状腺功能减退、帕金
森病、甲状腺功能亢进、心肌病报销比例 60%，封顶线 0.1 万
元；大骨节病、中重度氟骨症、慢型克山病报销比例 70%，封
顶线分别为 0.047 万元、0.063 万元、0.15 万元。

33、住院补助对象和标准是什么？
住院的参保建档立卡脱贫患者。 市内协议定点一级医疗

机构起付线 200 元，政策范围内费用补助比例 80%，定点二
级医疗机构起付线 600 元， 政策范围内费用补助比例 70%，
定点三级医疗机构起付线 2000 元， 政策范围内费用补助比
例 60%，市外协议定点一级医疗机构起付线 500 元，政策范
围内费用补助比例 70%，定点二级医疗机构起付线 2000 元，
政策范围内费用补助比例 60%， 定点三级医疗机构起付线
3000 元，政策范围内费用补助比例 50%。

34、大病保险补助对象和标准是什么？
经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报销后自付政策范围内费用达

10000 元以上的住院参保患者，实行分段按比例补偿，补偿标
准：即：1 万元(不含)至 5 万元(含)补偿 60%，5 万元(不含)至
10 万元(含)补偿 70%，10 万元(不含)以上补偿 80%（最高不超
过 80%），封顶线 30 万元。 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和返贫致贫人
员起付线降低 50%，补偿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不设封顶线。

35、医疗救助（基本医疗住院救助）对象和标准是什么？
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低收入救助对象、因病致贫对象、监测户（乡村振兴部
门认定的监测户中除农村特困、农村低保以外的人口）（标准
若有不同，以县区为准）。

补助（贴）标准：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支付后，医疗
救助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未达大病保险起付线的，特困
供养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给予全额救助；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按照 70%的比例救助，年度累计救助限额 1.5 万元；
低收入救助对象、特定救助对象、低收入监测范围、监测户按
照 50%的比例救助，年度累计救助限额 1.2 万元。

36、医疗救助（重特大疾病住院救助）对象和标准是什
么？

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低收入救助对象、监测户（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监测户
中除农村特困、农村低保以外的人口）。 (标准若有不同，以县
区为准)。

补助（贴）标准：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支
付后，医疗救助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纳入重特大疾病住
院救助。 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给予全额
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按 70%的比例给予救助，政策范围

内个人自付费用 10 万元以下的， 个人年度累计救助限额 3
万元，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 10 万元(含)以上的，个人年
度累计救助限额 5 万元。 对低收入救助对象、特定救助对象、
低收入监测范围或监测户按 50%比例救助，政策范围内个人
自付费用 10 万元以下的， 个人年度累计救助限额 2.5 万元，
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 10 万元(含)以上的，个人年度累计
救助限额 4 万元；因病致贫对象、其他救助对象按 30%的比
例救助，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 10 万元以下的，个人年度
累计救助限额 2 万元，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 10 万元(含)
以上的，个人年度累计救助限额 3 万元。

（联系人：市医疗保障局 0915-3220119）

教育帮扶

37、教育帮扶监测重点工作对象是哪些？
教育帮扶监测主要指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 义务教育

阶段是指小学六年和初中三年，共九年；适龄儿童少年是指
年满六周岁至十五周岁。 把每学期开学首月作为重点监测时
段，把初中作为重点监测学段，把农村脱贫户、边缘易致贫
户、留守、孤儿、残疾、流动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作为重点
监测群体。 确保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所有适龄儿
童少年均能依法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38、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及资助政策申请程序是什
么？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次。 各
项资助政策按学年申请评定，每学期动态调整，按学期发放。

39、资助政策及标准是什么？
（1）学前教育资助。 学前一年每生每学年 750 元，其余阶

段幼儿资助标准由各县区自主确定。 （2）义务教育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基础
标准为每生每学年小学 1000 元、初中 1250 元，按照国家基
础标准 50%核定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3）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平均标准每生每年 2000 元，具体资助
额度按贫困程度分为两档，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每生每
学年 2500 元，一般困难的学生每生每学年 1500 元。 （4）中等
职业教育免学费。 享受对象条件：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
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
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含
戏曲表演专业，艺术类其他表演专业学生除外）。 城市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比例按在校城市学生数（不含城市涉农专业和戏
曲表演专业学生数）的 15%确定。 补助标准：免学费标准按照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费
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 （5）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享受
对象条件： 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
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标准：平均标准每生每年 2000 元，具体资助标准按照贫
困程度分为两档，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每生每年 2500
元。 一般贫困的学生每生每年 1500 元。 （6）本专科生国家奖
学金。 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本专科二年级以上学生，每生
每年 8000 元。 （7）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励资助品学
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二年级以上学生，每生
每年 5000 元。 （8）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
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具体分为两档：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
学生每生每年 3800 元， 一般贫困的学生每生每年 2800 元。
（9）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
度不超过 12000 元 , 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16000 元。学生在新学年开始前，向户籍所在县区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申请办理。 （10）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
普通高校学生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
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 研究生每生每学年
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 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偿或减免。
（1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研究生，硕
士生每生每年 2 万元。 博士生每生每年 3 万元。 （12）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 奖励品学兼优的全日制研究生，硕士生每生每
年 8000 元。博士生每生每年 10000 元。 （13）研究生国家助学
金。 资助普通高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
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学年 6000
元，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学年 13000 元。

40、雨露计划享受的对象和补贴标准是什么？
享受对象是正式注册学籍的 2015 年 9 月以后就读技工

院校、中高职院校的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家庭子
女。学生在就读期间，无论在何地就读，均按照每生每年 3000
元标准补助“雨露计划”助学补助资金。

（联系人：田雯丹 13709152606）

农村安全饮水

41、农村饮水安全相关标准是什么？
（1）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或《农村饮水安全

评价准则》等相关规范；（2）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达到 20 升/人/
日以上；（3） 供水到户或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4）
供水保证率一般地区不低于 95%，严重缺水地区不低于 90%。

（联系人：刘杰 13209159866）

住房安全

42、农村危房改造享受对象须符合什么条件?
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低保边缘户、农村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突发严重困难农户和未享受过农村住房
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
他脱贫户。 对已实施过危改但由于小型自然灾害等原因又变
成危房且农户符合条件（低收入群体）的，可将其再次纳入危
改政策支持范围，但已纳入因灾倒损农房恢复重建补助范围
的，不再重复享受危改支持政策。 其他部门搬迁或有搬迁计
划的，以及由民政部门负责供养的对象，不属于农村危房改
造对象范围。

43、危房改造补助（贴）标准是什么？
农村危房等级由县（区）级住建部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鉴定。 补助资金标准原则上 C 级危房（局部危险）每户 1.5 万
元，D 级危房（整栋危险）每户补助不低于 2.65 万元，各地可
根据实际制定分类补助标准。

44、危房改造面积要求是什么？
D 级危房（整栋危险）原址重建，要严格控制改造面积。 1

至 3 人户控制在 40--60 平方米以内，且 1 人户不低于 20 平
方米、2 人户不低于 30 平方米、3 人户不低于 40 平方米；3 人
以上户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18 平方米， 不低于 13 平方米。
厨房、卫生间、杂物间等附属用房不计算房屋面积。

（联系人：周传睿 13084808881）
（市乡村振兴局宣 相关政策若有调整，以新政策为准）

编者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前提。 为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切实提升
干部政策把握执行能力，持续提升群众政策知晓率，全面提升防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质量，
坚决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夯实全面乡村振兴的基础，现将
防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相关政策进行梳理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