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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宇恒

白云山上多灵秀，红石峡谷涌清流；镇北台上登
高走，塞外风光看不够……

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
六月的榆林生机盎然。湛蓝的天空下，清澈的

榆溪河穿城而过，滚滚的黄河水九曲连环。这里是
全国绒山羊和滩羊生产优势区，觅食的牛羊在长满
青草的河滩上悠闲地漫步吃草；这里是全国著名的
马铃薯优生区，马铃薯是餐桌上的必点菜，“黑愣愣”

“洋芋擦擦”“土豆凉粉”……农家人“离了洋芋不会
做饭”；这里是全国红枣五大产区之一，黄河岸边枣
花盛开，静静酝酿着又一个丰年。

眼前苍翠葱郁的榆林很难让人联想到这里曾经
的面貌。过去好路难寻，吃水靠担，靠天吃饭十年九
旱，日子过得“叮当响”。而今村村通油路，火车开进
城，产业就在家门口，8个贫困县摘帽、902个贫困村
出列、39.6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村村
过硬、户户过硬、人人过硬”的高质量脱贫，让这座

“曙光之城”挪了穷窝、拔了穷根、有了产业、奔向
小康。

响鼓用重锤 确保如期收官

六月的榆林是“忙碌的”，农户忙着照料土地里
的作物，期待着丰收的季节，问题排查整改回头看工
作也加快了脚步。

脱贫攻坚越往后，越要响鼓重锤。从 8个国定
贫困县摘帽、902个贫困村出列、39.6万人脱贫的佳
绩，到最后 12815户 18213人的“清零”攻坚，榆林市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
要论述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脱贫攻坚重大决
策部署，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
逐村逐户全面排查，找准找全存在的问题，确保县不
漏镇、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围绕今年的
1.28万户1.82万人的剩余脱贫任务，一户一策、一人
一策，确保政策到位、加紧落实、如期脱贫。

榆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问题排查整改工
作高度重视，多次进行安排部署。全体包县（市、区）
市委常委、市级领导和市级行业部门领导班子均下
沉一线“解剖麻雀”，实地解决问题。市级 8个工作
专班及时召开调度会，进一步明确分工、压实责任，
确保此项工作有序推进。为加强工作指导，榆林市
还制定出台了相关整改方案、工作导引等文件，通过
网络直播对掌上扶贫系统操作进行培训，切实解决
基层一线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疑惑。同时，开展
督导暗访，印发问题排查整改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强
化工作作风和纪律保障。

在具体排查工作中，榆林市瞄准突出问题和薄
弱环节，坚持常态化、系统化、精准化整改。在政策
落实方面，重点排查增收（产业、就业、兜底）、“三保
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安全饮水、三
年行动、数据信息等情况；在存在问题方面，重点梳
理各级反馈的问题、自查发现的问题、群众反映和媒
体监督的问题；在长效机制方面，重点做好监测预警
和动态帮扶机制、产业就业带贫益贫长效机制、扶贫
资产管理机制、基础设施管护运营机制、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扶持机制等工作，全面建立风险防范措施及
应对机制。

结合当地实际，全市各县（市、区）还创新地推出
一系列典型做法，产生了明显效果。靖边县围绕聚
焦目标、明确责任、严格时限、强化作风、加强督导、
营造氛围６个方面抓落实，对贫困村和非贫困村从
严从实排查；米脂县采取“2323”工作法，即下发“两
个指导文件”、前期工作做到“三个扎实”、安排“两类
人员”“点对点”指导工作、实现“三个必须到位”，确
保工作取得实效；绥德县以“五字当先”，施行“实、
清、精、增、严”工作法，全面查漏补缺……

对症下药，成效显著。截至今年5月底，榆林市
对照中央专项巡视“回头看”、国家和省级成效考核
及各类督导评估反馈问题，全市排查发现问题 696
条，其中自查474个，反馈认领202个，群众和媒体监
督反馈20个。已经全部建立整改台账，落实整改责
任，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已整改到位 681
条，整改完成率 97.84%。全市共建立各类长效机制
16351个，长效机制的建立任务目前已全部清零。

39921户有劳动能力且有意愿发展生产的建档

立卡户全部落实产业扶贫项目；全市167111名有产
业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通过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农业就业、自主创业、技能培训等
措施实际落实就业165556人；剩余未脱贫人口中符
合条件的 17468 人全部落实低保、特困、孤儿等政
策；全市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
少年无一人失学辍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经全部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危房改造方面任务全
部完成；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已全部实际入住；全市
8643处供水工程，排查出121处供水异常，已全部整
改完成；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客车；902个贫困
村全部实现通动力电和宽带网络，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已全部完成……一串串精确的数字，折射出精准
扶贫的力量，显示着榆林在这场攻坚战中的决心与
努力，也见证着榆林“不漏一人”掷地有声的坚定
承诺。

“造血式”扶贫 发力“锦标赛”

脱贫攻坚不仅是“达标赛”，还是“锦标赛”。榆
林的脱贫攻坚战不仅要打赢，还要赢得漂亮。怎样
才算赢得漂亮？

下足“绣花功夫”，发展产业，延伸产业链，实现
产业项目全覆盖、技术帮扶全覆盖、村集体经济组织
全覆盖，是榆林交上的答卷。

吴堡县通过“农光互补”实现了电站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最大化，在张家山镇寺沟村第一书记任辉
辉看来，村里的肉兔养殖场预计年收入可达5万元，
加上近年建起的一座年发电量 28万度的光伏电站
一年为村集体带来至少 21万元的收入，这样“以后
定会节节高”的生活有盼头；

从育秧、插秧到栽种，横山区靠着一粒米撬动了
一个产业，在响水镇驼燕沟村村民王步山看来，在稻
田里打工一天能挣 100多元，村里整体的生活条件
都有了改善，这样的日子有过头；

佳县瞄准了红枣产业，增强生产技术，畅通销售
渠道，打造集枣乡文化、乡村体验、黄河风光于一体
的旅游业，在泥河沟村村民武文生看来，“红枣不愁
卖”的光景甜头足；

靖边县引进种植杞柳示范田，建起了柳编厂和
展馆，帮着农户争取订单，20世纪 90年代开始没落
的柳编产业重新焕发生机，在西园则村村民白怀忠
看来，“千年的传承还能继续”，这辈子有了奔头。

产业扶贫，既要管当下，也要管长远。看得见眼
前的实惠，贫困群众心里有底，才会支持发展长效产
业；有了长效产业，脱贫致富更有保障。榆林市各级
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总书记对产业扶贫
的要求，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建立
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
增收。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治本之策，围绕榆林北
部长城沿线风沙草滩区、中部无定河流域川道区、西
部白于山区、东部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南部黄土丘陵
沟壑区五大区域，统筹推进“4+X”特色产业扶贫工
程，因地制宜发展壮大苹果、蔬菜、羊、马铃薯四大主
导产业和红枣、小杂粮、中药材、林下养殖、核桃等特
色种植养殖业，持续推进贫困村“一村一品”、贫困县

“一县一业”建设。围绕完善带贫益贫机制，持续深
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升新型经营主体带贫
能力，贫困村全部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积极推广

“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等模式，将贫困群众牢
牢嵌入产业链，确保有劳动能力、发展意愿和发展条
件的贫困户每户至少有1个稳定增收的产业项目。

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的特色产业脱贫效果显著。
截至2019年底，榆林市累计10.6万户实现了中长期
产业全覆盖，占贫困人口总数的 70%。其中，小杂
粮、羊、马铃薯、山地苹果、中药材、设施蔬菜等特色
农业产业分别覆盖45.76%、45.28%、38.41%、19.20%、
7.13%、2.01%的贫困人口，特色产业已成为贫困户稳
定增收的重要保障。

大河有水小河满。产业扶贫，还需做大与贫困
群众利益联结紧密的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
使贫困群众真正融入产业链，长期稳定受益。截至
2019 年底，榆林市 2679 个行政村成立了农村集体
（股份）经济合作社，占行政村总数的82.5%，1898个
村集体经济有了发展，实现集体收益 3.1亿元，村均
16.3 万元，分红总额 1.7 亿元，涉及成员 35.1 万人。

其中 902个贫困村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全覆盖，
792 个贫困村有集体产业，463 个贫困村已完成分
红，户均分红 484 元。榆林市将全面推进整市“三
变”改革，引进资本市场和股份制经营理念，让农村

“沉睡”的资源活起来、分散的资金聚起来、农民的增
收渠道多起来，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帮助贫困户增强
致富能力，还要将“输血”转为“造血”，不断激发贫困
人口脱贫内生动力。榆林市充分发挥产业脱贫技术
服务 110平台作用，成立了市县农业科技扶贫工作
队，建立了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2019年，榆林市县
主动开展技术服务累计达 13万户（次）。深入推进
有榆林特色的扶贫扶志“6+6”工作，坚持扶贫与扶
志扶智相结合，不断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合力齐攻坚 日子更红火

“火塔塔的红，火塔塔的高，众人添炭越烧越红
火。”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榆林市在脱贫工作中坚持社会动员，发挥优势，凝聚
强大攻坚合力。

——深化扬榆扶贫协作。榆林市及8个贫困县
主要领导赴结对地区交流并召开联席会议，签订落
实协作协议，突出产业帮扶，抓好项目落地。强化劳
务对接，每个结对县区至少举办一期扬榆培训班和
一场扬榆招聘会。做好互派干部挂职、专业人才交
流工作，全市至少选派 19名党政干部赴扬州挂职，
160名专业技术人员赴扬州交流学习。加强协作资
金和项目监管，至少开展一次扬榆扶贫协作专项督
导检查。

——加强定点驻村联户扶贫。认真做好定点扶
贫单位、省级驻村联户单位服务和联络工作。深入
推进市县驻村联户扶贫工作，继续实行部门包村和
干部联户制度。市县承担驻村联户扶贫任务的单
位，主要领导亲抓亲管，每季度至少深入帮扶村指导
一次，分管领导每月到村督促一次，联户帮扶干部帮
扶成效纳入本人年度考核。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充分发挥国
企合力团作用，加强企地产业扶贫合作。深化校地

“双百工程”，拓展“八大帮扶”工作成效。进一步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切实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
力。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进一步
动员支持群团组织、慈善协会、驻榆部队等机构组织
和公民个人参与脱贫攻坚，开展扶贫志愿服务活
动。做好外资扶贫项目实施管理和社会扶贫网宣
传、推进工作。

——全面开展消费扶贫。推进互联网与社会扶
贫深度融合，引导社会各界力量扩大对贫困地区农
产品的消费。扶持消费扶贫产业龙头企业，开展贫
困地区农产品推介系列活动，推进全市贫困地区农
产品服务与市场对接，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流通和
销售渠道。推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民营
企业、公民个人等积极参与消费扶贫。

值得一提的是，榆林市“互联网+社会扶贫”工
作在陕西省保持领先，带动了消费扶贫工作有序开
展。榆林市将社会扶贫网与苏陕扶贫协作深度融
合，举办“榆林·中国社会扶贫网”扬州推介会，动员
组建扬州“万人爱心团”的做法也在全国社会扶贫会
议上被推介。

截至今年 5月 14日，榆林市社会扶贫网注册总
量达到 105.87万人，需求对接总量为 11.34万条，综
合对接成功率为 98.19%。2019年出台消费扶贫实
施意见，搭建扶贫产品销售服务新平台，19家企业
进入第一批国家级贫困县重点扶贫产品供应商名
录，全年开展消费扶贫助销贫困地区农产品共计2.6
亿元，带动贫困户 2.79 万户 7.78 万人增收。2020
年，成立了由市扶贫办牵头、26个单位配合的消费
扶贫工作专班和榆林市消费扶贫服务中心，并召开
了市级消费扶贫工作推进会。榆林市有关部门先后
印发《深入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十
条措施》和《关于加大榆林市扶贫产品认定工作力度
的通知》，细化分解了市级各部门、各县（市、区）的具
体工作任务，加强工作落实指导和规范扶贫产品认
定工作，做到应推尽推，着力解决农畜产品卖难
问题。

消费扶贫拓宽了农民的增收途径。吴堡县张家
山镇辛庄村村民王子国用自己的劳动果实获得了销

售分红：“这几年消费扶贫拉动了大家伙儿的干劲，
只要你勤快就能挣不少钱，拿这钱心里踏实。等主
导产业见效益后，分红会更多，日子越过越红火，我
们是一点儿也不犯愁了！”

政策不断档 脱贫质量高

2 月 27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
了一则公告，同意 29 个县区脱贫退出贫困县序
列，其中包括榆林市佳县、清涧县、子洲县。至
此，榆林市 8 个贫困县区实现脱贫摘帽，902 个贫
困村全部退出，39.6 万贫困人口摘掉“穷帽”，区域
性整体贫困得到根本解决，榆林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胜利。

胜利是上一阶段的完美答卷，也是下一阶段新
的开始。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也
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除了扎实开展剩余贫困
人口“清零”行动，确保剩余12815户18213人全部脱
贫外，榆林对摘帽县坚决落实“摘帽不摘责任、不摘
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要求，做到尽锐出战、决
战决胜，坚持政策不变，保持干劲不松，切实巩固成
果防返贫，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保持脱贫政策总体稳定。攻坚期内保持现
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加强对摘帽县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的督导，对已脱贫人口做到结对不脱钩、监
测不放空、政策不断档。

——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动态帮扶机
制。通过深入研判返贫致贫风险和隐患，2019年，
榆林在陕西省率先制定《榆林市防止返贫动态监
测办法》，今年又出台了《完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
预警和帮扶机制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防止返
贫致贫监测预警和帮扶机制，重点对存在致贫风
险的 2164 户边缘户、存在返贫风险的 1740 户脱贫
监测户提前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防止出现返贫
和新的贫困。

——扎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出台
了《关于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的实施方案》，搬迁户全部落实了产业、就业、兜底
保障等后续扶持措施。今年还将进一步加大对
13273户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后续扶持力度，实施精
准帮扶。完善 31个安置点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配套设施，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就
业、逐步能致富。

——切实加强扶贫资产监管和农村基础设施后
续运行管护。榆林市县政府和各行业部门分别出台
了加强扶贫资产监管和农村基础设施后续运行管护
的指导意见，建立了以村为主的分级管理管护责任
体系，确保扶贫资产保值增值不流失，各类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长期发挥效益。

行百里者半九十。脱贫攻坚现在到了解决问题
的关键阶段，决不能麻痹大意，决不能有丝毫松懈厌

战思想。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榆林
各级各部门带来了更强的紧迫感。

过去长期在外的农民受疫情影响返回家乡，所
居住的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会不会成为新的危房？
有多少农民因疫情没有出去打工？其中贫困户有
多少人？农产品销售有没有积压？榆林的消费扶
贫、农村电商、农产品销售怎么通畅？怎么大力推
广？疫情之下，一系列新的问题摆在榆林市委、市
政府的面前。怎么办？只有认真研究，对症施策，
加快解决。

资金方面，为了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
工作的影响，榆林市在全部贫困县摘帽的前提下，
继续保持市级资金投入水平不减，2020 年安排预
算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8.64亿元，已下达 8.39亿
元，占年度预算资金的 97%。专项扶贫资金的及时
下达，为扶贫项目全面开工提供了更坚实的资金
保障。

就业方面，针对疫情对外出务工带来的不利影
响，榆林市开展“点对点”服务，积极推进“对外输出
一批、本地吸纳一批、开发公益岗位就业一批、扶贫
车间或社区工厂就业一批”，全市已有贫困劳动力
11.3万人外出务工，开发光伏公益性岗位 2217个，
设置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临时岗位 2584个。利用疫
情防控期间政策红利，发展“短平快”产业增加群众
收入，鼓励贫困群众外出务工、就业创业，鼓励采取
以工代赈、“一事一议”等方式，组织贫困劳动力参与
扶贫项目建设。

农产品销售方面，坚持线上线下结合，深入开展
电商扶贫和农产品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商超
等产销对接行动，多渠道解决卖难问题。成立了榆
林市消费扶贫服务中心，建成元亨消费扶贫集采中
心并投入运营。全市12个县（市、区）认定供应商88
个、扶贫产品 350个。截至今年 5月底，累计销售扶
贫产品 5041.85 万元，农产品滞销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

扶贫项目方面，加快推进扶贫项目组织实施和
财政扶贫资金拨付支出进度，优化扶贫项目的设
计、评审、招投标等前期工作，扶贫项目开工率达
96.28%。全力支持扶贫龙头企业、就业扶贫车间等
复工复产，全市 120 家扶贫龙头企业、57 家扶贫车
间全部复工复产，吸纳劳动力 5278人，其中贫困人
口 1321人。

面对疫情这道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加试题”，
榆林市委、市政府坚信，只要把问题真正搞清楚，就
一定有办法解决，就一定能化解疫情影响、如期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火塔塔的旺，火塔塔的俏，咱们赶上了好时候，
红火火的日子，红火火地过。火塔点亮灯的河，小康
路，圆心梦，东方红的故乡唱出新民歌。”信天游的歌
声还在飘荡，榆林人的小康路已然就在眼前。

火塔点亮圆心梦 咱们赶上好时候
——陕西省榆林市多举措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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