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村干部召开会议进行动态监测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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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建立三项机制，确保落地见效

“洄水镇联沟村：2022 年 4 月新纳入监测户 3 户，民主评议会议记录不规范；高滩镇
牌楼村：无安全饮水巡查记录，未建立季节性缺水长效机制。 ” 9 月 13 日，紫阳县加强作
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紫阳县狠抓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了今年第
21 期《督查通报》，对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督导和通报。

据了解，今年以来，紫阳县以“作风建设整治”为契机和抓手，对各镇各部门加快推进
产业建设、危房改造、灾后重建项目进度等巩固衔接重点工作落实不力问题进行专项整
治。 目前已抽调整合到位 23 名工作人员，制定了详细的督查工作方案，共分为 5 个督查
工作小组到镇、到村、到部门实地开展督查，并对前期督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回头看，严格
实行“蓝黄红”三单制进行管理和督办，切实解决不想干、不敢干、不会干、不真干的四类
作风顽疾，推动工作落到实处。

“县作风建设督查组与县狠抓落实办督查组合并开展督查工作，工作同部署、结果共
运用，还会采取‘四不两直’方式，不定期不定时开展明察暗访，这种奖罚严明的督考机制
就是‘三项机制’其中的一个。 ”紫阳县考核办常务副主任陈俊瑞说。

同时，紫阳县还建立了“层级负责的保障机制”和“定期调度的推进机制”。 2021 年 4
月，该县及时调整了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4 月 12 日，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1 号文件印发了《关于全面落实预
警监测和帮扶工作的通知》，坚持三级书记一起抓，扛牢压实县镇村责任，为强化预警监
测帮扶、守牢防返贫底线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制定了《紫阳县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机制的实施方案》，建立“周统计、月通报、季调度”的推进机制，县级每周统计镇村日
常排查情况并随机确定一个村进行“点对点”调度检验成效；每月对各镇和行业部门工作
情况进行通报；每季度召开调度会议，研究解决突出问题，有力保障了防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工作顺利推进。 出台了《紫阳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问
责办法》和《紫阳县干部驻村帮扶工作考核办法》，将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纳入乡
村振兴实绩考核，强化督查督办、过程监管和问责问效。 通过定期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开展督查，发现“应纳未纳”“体外循环”“纳而不扶”等问题，立即
督办整改，确保监测帮扶工作有效落实。

夯实三个责任，及时化解风险

在紫阳县城关镇仁和社区，笔者一行跟随镇村和社区干部一起，对搬迁到此的住户
进行了回访。 仁和社区是陕南最大的搬迁社区之一，生活在这里的移民搬迁群众来自全
县十几个镇，高桥镇双龙村村民刘昌军就是去年因灾搬迁到这里的。 在社区里的“好到
来”超市，刘昌军正忙活着招呼客人。 闲暇之余，镇村干部询问了解了他最近的生活和收
入情况。

2021 年，紫阳县遭受多轮持续性强降雨，600 多户群众因灾失去房屋，刘昌军的房子
也因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成了危房。 去年 10 月，通过政府主导建设的存量房刘昌军被安
置到仁和社区，新房楼层低、位置好、空间大，他想着这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在包联干部的
协调下，超市顺利开门营业了。 如今，一家人搬进新房，超市的生意蒸蒸日上，刘昌军未来
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家里都是新装修的，自己有个店经营，没有了后顾之忧。 在这里生
活踏实多了！ ”

紫阳县应急部门通过灾害信息监测系统协作联动发现风险，镇村干部夯实监测帮扶
责任，搬迁前的“村”和搬迁后的“社区”双向落实管理责任，“三个责任”的落实，让风险及
时化解。

该县各镇村通过排查收集返贫致贫风险户信息，对风险问题进行研判和初审，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制定初步帮扶意见，确定帮扶责任人；镇级负责集中对返贫致贫
风险点进行会审，镇村能解决的立即落实帮扶措施，不能解决的汇总上报县级。 创新搬迁
群众监测帮扶模式，实行双线联系管理，由居住社区（安置点）和户籍所在村双方同时安
排包联干部、社区干部、网格员负责包联。 由社区包联干部负主责、村包联干部配合排查
预警，村包联干部负主责、社区包联干部配合落实帮扶。 各村和搬迁社区建立互联互通机
制，及时沟通情况，共商帮扶措施，实现搬迁群众遇事有人管、出现风险有人帮。 成立防返
贫动态监测帮扶工作专班，18 个行业部门信息数据库共建共享共用， 定期召开专班联席
会议，审定拟纳入监测对象，根据各镇上报的帮扶需求制定对应政策并指导镇村落实，确
保风险发现及时、帮扶措施精准。

“通过‘筑牢三道防线、建立三项机制、夯实三个责任’的‘三个三’防返贫快速发现响
应机制的有效运行， 紫阳全县农村人口 83056 户 283542 人有人监测， 脱贫户 39319 户
130286 人和监测对象 3210 户 11062 人有人帮扶，已消除风险 2380 户 8298 人，风险消除
率 75.01%。 风险未消除户 830 户 2764 人，正在持续开展帮扶，无返贫和新增致贫人口，守
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紫阳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哈红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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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高高飘扬在紫阳大山深处

新建的农村社区安置点优美整洁

鸟瞰乡村美景

社区群众在广场锻炼身体

稻田丰收，村民忙碌收割,一片繁忙景象

黄桃产业园区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

通过召开院落会议为群众讲解政策

县作风建设督查组深入基层开展巩固
衔接重点工作督查

包联干部网格排查入户走访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