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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修鹏 袁明双 李姝特

金秋时节,秋风飒爽。 漫步在岚皋的大街小巷,行走在岚皋的田
野乡村,一座座新居亮丽多彩，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一项项产业生
机盎然……村庄美、产业强、村民富、乡风好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
在岚皋大地上铺展。

今年以来，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岚皋县坚持党建引
领，探索创新机制体制，敢于先行示范，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着力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全力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不断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岚皋县牢记
嘱托，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为统揽，
以‘八大提升行动’为主线，跑好乡村振兴接力赛，让脱贫群众‘跟
上队、不掉队’，让百姓美好生活‘成色’更足！ ”市政协副主席、岚皋
县委书记马宏伟说。

八大提升行动：拓展脱贫攻坚胜利成果

脱贫之后的成果如何巩固？ 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怎样才
能让农民群众收入可持续、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2022 年，岚
皋抢抓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机遇，贯彻落实全省“158”工作思路，
对标对表国家后评估和省级乡村振兴战略实地考核评价标准，针
对各级反馈及自身查找的薄弱环节，狠抓“八大提升行动”，拓展脱
贫攻坚胜利成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提升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水平，落实“缺什么补什么”帮扶
措施，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提升“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
工作成效，强化考核夯实职责，确保“核心指标”高质量达标；提升
产业增收质效，实施“延链补链强链”行动，融合高质量发展促农增
收；提升农村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城乡一体化；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面貌，改善人居环境、形成崭新风貌；提升搬迁
后扶及稳岗就业工作质量， 完善服务体系， 为搬迁群众幸福生活
“加码”；提升乡村振兴系统干部素质，使干部成为复合型、全面型
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振兴奠定坚实基础；提升群众自我发展内生
动力，激发农民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养成文明习惯，自觉投身乡村
振兴主战场……

一系列有创新、见成效的举措成为有效衔接“巩固提升年”的
亮点。 截至目前，全年新纳入监测对象 72 户 234 人，累计监测对象
共 1725 户 5143 人，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全县脱贫人口人均
纯收入达到 9842.9 元；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
保障机制 100%覆盖；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6.22 万人，脱贫劳
动力务工 29784 人， 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 2287 人，7415 户有劳动
力搬迁家庭实现“零就业”动态清零；整治乱堆乱放 2106 处，建设
“五小”庭院经济 1644 户，农户院房改造提升 3067 户，改造提升农
村道路 1280 公里，实施连户路、院落路 6821.3 米，完成改厕 2152
座，16 个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

一亩实践田：打造干群亲情“交心田”

金秋九月，走进岚皋县官元镇古家村，一派丰收景象。 县委宣
传部的帮扶工作队和当地村民正忙着收获稻谷， 这一亩多水稻正
是县委宣传部驻古家村第一书记祝恒海和同事们领种的 “实践
田”。

这是岚皋县“建好一亩实践田”活动的一个缩影。 自 2021 年启
动新一轮驻村干部选派工作以来， 岚皋县紧盯产业振兴 “一村一
策”的实际需求，抓住驻村干部农村工作经历少、经验缺的实际短
板，在 58 个驻村力量足、发展基础较好的村先行先试开展 “建好
一亩实践田”活动，将实践田作为探索村级产业的切口，熟悉农村
工作的入口，展现干部作风的窗口，引导干部通过亲身实践、试验、
示范，对标中央精神定方向、脚踩泥土寻答案，寻找产业振兴好途
径，建成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驻村队伍，把新时代“三农”工作
总抓手深深扎进村组。

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驻村工作队充分立足村情实际，就近
就便至少流转或确定一亩土（林）地，着重围绕引进新项目、尝试新
品种、拓展新模式开展种植实践，在已有成熟产业项目的村，试种
能够增产增收的新品种；在没有成熟发展项目的村，寻找合适项目
开展先行先试，积累全面推广的经验；所有村利用线上线下途径，
探索在线直播、农超对接、订单种植等产销新模式，力争今年种好
“一亩田”、明年发展“千亩园”。

截至目前，33 个村新引进发展项目，12 个村结合原有产业尝
试新品种，13 个村试行产销对接新模式，一批黄花、香椿、大枇杷、
黄魔芋等特色园区和太空蔬菜、五彩水稻、时令花卉和稻花鱼、鹊
山鸡等新型种养项目的建成为来年产业打下坚实基础。

“自从有了自己的‘实践田’，就变成了‘责任田’，干部从门外
汉变成了田把式，村民们也从观望者变成了参与者，随着同劳作、
同交流，干群关系也越发亲近密切了。 ”城关镇永丰村第一书记陈
巧林说。

与“建好一亩实践田”同时推进的还有“三比”活动，在驻村工
作队间比作风、比实绩、比口碑，有效增强了战斗力，提高了办事效
率，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推动了巩固衔接任务高质量完成。

六重保障：破解因病致贫返贫难题

家住南宫山镇桂花村的脱贫户许祖友，因病住院花费 13.03 万
元， 经多重保障报销 11.28 万元， 自付 1.75 万元， 报销比例达到
86.6%。 “这病要放到以前，我咋看得起啊，现在花了一万多块钱就
看好了，党和政府太好了！ ”许祖友感动地说。

这是岚皋县实施防返贫大病救助基金兜底“六重保障”带来的
变化。 因病致贫返贫是风险，也是难题。 岚皋县在持续落实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的基础上，建立“防贫保”，实施
“顶梁柱”项目，探索推进村级医疗互助，建立全县防返贫大病救助
基金，通过“六重保障”减轻群众医疗自付费用，让群众有病看得
起、不致贫返贫。

严格落实基本医疗“三重保障”。 该县通过监测数据比对，实行
信息共享，对“三类户”等特殊人群实行重点资助，确保大病保险降
低 50%起付线、提高 5%报销比例、取消封顶线等医疗救助倾斜政策
在过渡期得到严格执行。 截至 2022 年 8 月底，全县全额资助 3313
人 106.02 万元，定额资助 13457 人 215.31 万元，已脱贫户人口住院
11180 人次，合规费用 5399.3 万元，“三重保障”报销 4093 万元。

创新开展村级医疗互助构建“四重保障”。 按照政府引导、村级
主办、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原则，动员农户参加村级医疗互助，通过
“居民出一点、村集体或社会捐赠扶持一点、政府补助一点”的 3∶4∶1
比例，募集 422 万元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有益补充。目前，
全县已报销 288 人次 38.07 万元， 平均补助金额占个人自付费用
25.49%，最高占比 50.1%。

“防贫保”“顶梁柱”项目筑牢“五重保障”。将社会保险作为降低
因病返贫致贫风险的“拦阻索”，统筹本级财政资金、金融资金和社
会帮扶资金 200 万元，与中国人寿岚皋分公司合作建立“防贫保”，
开发“因病返贫致贫”险种，对“三类户”政策性补偿后自付部分超过
5000 元、“非三类户”超过 20000 元，分额度给予相应比例赔付。 截
至目前，已理赔 47 户 40.46 万元，其中“三类户”38 户 36.42 万元。
脱贫攻坚期内，中国扶贫基金会牵头联合社会公益组织在县实施的
“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为 18—60 周岁的贫困户健康扶
贫提供保险）得到续签，继续为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和“三类户”提
供理赔。 据统计，2021 年理赔 341 人次 80.82 万元。

防返贫大病救助基金兜底“六重保障”。 统筹对口支援、红十字
会、 慈善总会等各类社会捐赠资金设立岚皋县防返贫大病救助基
金，对“三类户”家庭因疾病或意外住院，经前五重保障自付费用超
过 1 万元的，按最高总额不超过 3 万元标准给予救助。

六大产业链：汇聚乡村发展新动能

产业兴,则县域兴。 该县牢牢抓住产业兴旺这个“牛鼻子”,坚持
扩量与提质并重,在不断发挥传统农业项目优势的同时,积极挖掘特
色产业新项目,按照“高位抓产业,特色兴产业,稳粮保产业”的思路,
坚定不移走好示范引领之路,奋力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加快特色现代产业发展，抓好文旅康养、岚皋魔芋、富硒茶叶、
富硒猕猴桃、包装饮用水、“岚皋味道”餐饮等六大产业链，做实铸链
强链补链延链工作。

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 新建高标准农田 1 万亩，开
展撂荒地整治，累计复耕复种 1.324 万亩，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
在 22.2 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 4.32 万吨左右。

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 18 个， 增长率
4.8%，全县县级及以上示范合作社达到 57 家、龙头企业达到 20 家。

聚才赋能助推振兴，开展农村实用技能培训 280 场次 10000 余
人，培训农技人员 102 人，建立长期科技示范基地 9 个，试验示范面
积达 5000 余亩，推广先进试验技术 12 项。

从“一枝独秀”到“遍地开花”。 据统计，该县新建改造魔芋 2.03
万亩、新建和低改茶园 8100 亩，管护提升猕猴桃园区 51 个，新增省
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1 个， 培育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6
个；培育电商经营主体 500 余家、电商从业者 2000 余人，通过电商
销售金额达 4000 余万元,其中线上直播销售额达 900 余万元。 累计
带动 2500 余名农户人均增收 2000 元左右；新社区工厂新增 10 家,
吸纳新增就业 500 人；创建充分就业镇 5 个、充分就业村(社区)30
个，完成粮油播种面积 25.31 万亩，其中油菜 2.37 万亩，落实奖补资
金 1500 万元，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直接带动增收 12617 户 39665 人。

四提升一革命：建设美丽宜居新农村

农房黛瓦白墙，绿植错落有致，百花馨香争妍，菜地整齐划一，
墙绘精致多彩，道路干净整洁……如今，走进岚皋县各个村落，随处
可见高颜值村景。

2021 年以来，岚皋县以“四提升一革命”为重点，接续实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按照“渠道不变、统筹安排，集中投入、
讲究效益，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建立以群众投入为主、财政
奖补为辅、村民投劳配合的资金投入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引导村民建设美丽家园，绘就美丽宜居新农村。

据了解，该县筹措 7000 万元财政资金，配套制定《岚皋县 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奖补暂行办法》，出台《关于支持村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村工匠承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小型工程项目建设的
指导意见》，创新项目资金支持方式，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以工
代赈等多种形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标省级示范村、县级示范村、
重点帮扶村、“百千工程”示范村明确不同建设标准，推进“四提升一
革命” 有效落地。

清理积存垃圾 ，拆除乱建乱占 ，建设庭院经济 ，管控家禽家
畜 ，规范用具摆放 ，提升村容村貌 ；按照 “缺什么 、补什么 ”的原
则，重点支持院落路、连户路、农户院坝改造，完善村级文化活动
场所、公共照明、垃圾和粪污处理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对街道 、
巷道、学校等村庄公共用地实行统一规划绿化 ，引导有条件的农
户砌建花池，提升基础条件；通过拆、收、搬、改分类施策，提升院
房环境；扎实推进“诚、孝、俭、勤、和”新民风建设，成立红白喜事
宴席自助服务组织， 规范道德评议活动的评议办法和道德银行
积分评定标准 、管理办法和推进方式 ，促进群众转变思想观念 ，
提升文明行为习俗；按照首厕“过关制”要求，以各类示范村为重
点，将农户旱厕、卫生厕所全部改为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 、完善
“两洗两池”，推进厕所革命。

截至目前，全县已投入各类资金近 2 亿元，安全用电、饮水安
全、道路交通、粪污收治等脱贫成果得到有效巩固，“厕所革命”整村
推进村无害化卫生厕所覆盖率达 85%以上。

“征途漫漫从头越，惟有奋斗谱新篇。 统筹乡村五大振兴，加快
产业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建设美丽乡村，创新加强乡村治理，防范风
险保安全守底线，做强民生社会事业之基，为岚皋高质量发展聚集
强大活力！ ”岚皋县委副书记、县长魏小林说。

（岚皋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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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宫宫山山镇镇桂桂花花村村村村民民晒晒稻稻谷谷

滔滔河河镇镇柏柏坪坪村村彩彩绘绘墙墙面面

县县政政务务服服务务大大厅厅便便民民服服务务窗窗
口口为为群群众众办办理理医医保保业业务务

城城关关镇镇竹竹林林村村驻驻村村工工作作队队在在
““一一亩亩实实践践田田””中中进进行行育育苗苗

蔺蔺河河镇镇蒋蒋家家关关村村大大力力发发
展展魔魔芋芋产产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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