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取得
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其深
度、广度和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去
年以来，贵州省贵阳贵安以实施“强省
会”行动为抓手，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憧憬变成
现实，奋力当好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的
排头兵。

书写千年之变
实现伟大跨越

2016年，仍有64个贫困村和15088户
43084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离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距离。

“一切工作向脱贫攻坚发力，一切工
作与脱贫攻坚融合，一切工作为脱贫攻坚
服务。”贵阳贵安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
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基本方略，实施“四精准”“五聚焦”“八
有攻坚”等一系列“加强版”“创新版”举
措，探索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环环相扣
的脱贫攻坚“贵阳战法”。

2020 年 11 月 23 日，贵州省宣布所有
贫困县摘帽出列。此刻起，全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成为贵阳贵安的重任。

贵阳贵安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作为助力“强省会”行动的首要之事，牢
牢巩固拓展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
障及安全饮水“3+1”保障成果，为广大人
民群众和脱贫人口提供良好的生活环
境，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聚焦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
人口“两类人员”，贵阳贵安打造“大数
据+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救助+防
贫保”组合防贫模式，构建“近贫临贫预
警、致贫返贫即扶、脱贫持续巩固”帮扶机
制，多管齐下筑牢“防贫堤坝”。

聚焦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和饮水安全“3+1”保障突出问题，查漏补
缺、补齐短板，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
学学生动态清零，全市 982个行政村卫生
室和村医配备全部到位，202.69万名农村
人口饮水安全全部得到保障，画好精准脱
贫的“工笔画”。

回首 2021 年，贵阳贵安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有效、过渡平稳，
全市16229户49649人脱贫人口脱贫成果
稳固，监测对象 189 户 589 人全部稳定消
除风险，未发生一例返贫致贫，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完善机构机制
补齐设施短板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

去年以来，贵阳贵安深入贯彻落实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这项重大任务，从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及组织
振兴等方面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开新局，力
争成为排头兵。

“现在家门口就有水龙头，用水方便
多了，庄稼也好种了！”告别“望天水”，吃
上“放心水”，修文县六桶镇凉井村村民汤
明才拧开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和他的笑声
一样不断。

完善服务农村生产生活的各类基础
设施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贵阳贵安
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实施“小康路”“小康
水”“小康房”“小康电”“小康讯”“小康寨”
等工程，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推
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公共服务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重要抓手。贵阳聚焦教育、医疗、
养老、社会保障等农村群众反映问题比较
突出的重点领域，促进公共教育、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倾斜，解
民生之急，纾民生之困。

“村子越来越漂亮了，来玩的游客越
来越多了。”花溪区黔陶乡黔陶村老榜河
组通过农房改造、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手
段让农村人居环境更干净更美丽，村民杨
华乘着发展乡村旅游的东风开起农家乐，
一年的纯收入有10万元。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题中之义。

贵阳贵安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通过清洁人饮巩固提升工程、“农网”
升级改造工程、道路畅通工程、农房改造
及村庄环境治理工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农村“厕所
革命”工程等“七大重点工程”，实现行政
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全覆盖，建设改造农
村户用卫生厕所 63082户，实现行政村公
厕全覆盖，建成 242 个美丽乡村示范点、
241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20余条
富美乡村示范带。

走进开阳县南龙乡田坎村的村史馆，
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一个个故事将
田坎村的发展史鲜活地展现在眼前。这
里是全体田坎人的文化坐标和精神高地。

乡村建设，不仅要“面子”，更要“里
子”。贵阳贵安加强乡风文明治理和建
设，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让老百姓的“口袋”和“脑袋”同时
富起来。

完善机构机制，形成了高位推动、系
统谋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的“四梁
八柱”；制定出台的“2+5”“2+8”文件体
系，以实打实的措施、拿出真金白银补短
板、强弱项；继续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毫
不松懈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推动菜、果、
茶、药、奶等五大重点产业提质增效，提高
现代化生产水平；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示范试点建设……
一幅百姓富、生态美的壮美画卷正在黔中
大地铺展开来。

强化基层堡垒
加强工作保障

大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力推
进乡村振兴大步向前进，需要上下一条
心、全市一盘棋。

在巩固脱贫攻坚工作中，贵阳贵安以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为抓手，不断建强乡村
振兴力量队伍、农村基层战斗堡垒，提升
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提
供坚强组织保障。

“组织部的督战队到村里，看完问完
查完，才和我们见面。”花溪区高坡苗族乡
批林村第一书记王勇清楚地回忆起，去年
市委和区委两级组织部门的督战队已来
过不下7次。

息烽县温泉镇兴隆村以前村“两委”
凝聚力不强，建强基层党组织后，党组织
带领全村上下一起奋斗，村里的道路更宽
敞了、农房更亮丽了、产业也发展起来了。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了根本保证。驻村帮扶工作组
和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告别家人、住进农
村，与脱贫群众一起战贫斗困，成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有生力量。

与此同时，去年以来，贵阳贵安大力
开展农技服务下基层，选派农技人员 78
人，组建 7个技术服务小分队到村到户开
展技术服务指导。实施农村人才培育计
划，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6794 人，新
增农业领域市管专家 9名，建设首批农业
领域市级专家工作站 4个。在息烽县、清
镇市开展新乡贤回归试点，清镇市建立新
乡贤“智能库”，组建新乡贤服务团队 193
支；息烽县成立由 68 名本土杰出代表组
成的“息烽县新乡贤会”。

贵阳贵安围绕市内巩固脱贫成效、市
外对口帮扶两大任务，深入开展抓党建促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双线”挂牌督战。对
于敢啃“硬骨头”的一线干部，全面落实脱
贫攻坚一线干部待遇保障、关心关爱、安
全防范等措施，按时发放驻村干部工作补
贴，为每名驻村干部购买 100万元保额的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021 年 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贵阳市的杨锡勇、雷鹏飞获得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贵阳市农业
农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息烽县石
硐镇党委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

这是肯定，也是激励。咬定目标，
久久为功。“十四五”开局之年，贵阳贵
安奋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乘胜势、强气势，保持攻
坚的拼劲和闯劲，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
大步迈进。

传好接力棒 启航新征程
——贵州省贵阳贵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观察

近年来，甘肃省静宁县城川镇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和引导农民
大力发展特色蔬菜水果种植，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奠定了基
础。图为1月13日，在城川镇的暖棚里，果农忙着为杏花人工授粉。

王毅 柴王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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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文谷堡园区好一多乳业公司基地。 资料图

□□ 任振宇

1 月 4 日，笔者来到河南省南阳市淅川
县大石桥乡东升村，听第一书记徐长虹讲
当地的“振兴故事”：初到村里时困难重重，
找到“病症”后重点突破，务实兴业步步做

强……村子以前如何、现在怎样、未来何
去，这些在徐长虹的讲解下变得格外清晰。

2017 年底，受南阳市农业农村局委
派，徐长虹来到东升村扛起“脱贫担子”。
他用一周时间全盘吃透村里的情况，并在
工作笔记中写道：“东升村基础建设做得

好，先医好村里的‘顽疾’，同步发展乡村
产业。”

徐长虹口中的“顽疾”指的是村里800亩
撂荒的土地。先前土地整理不扎实，导致地
面坑洼不平，村民无法耕种。“要想民心齐，
就得为村民办实事。”徐长虹和驻村工作队
队长孙涛合力，用一个月的时间协调相关部
门，顺利将 800亩地平整，随后由集体流转。
眼瞅着徐长虹办了件大事，村民打心底里佩
服他。

紧接着，徐长虹又开始琢磨，村里常住
人口多是老弱病残，他想到乌鸡养殖适合村
里发展。可是各家的院子都不大，很难形成
规模养殖。

徐长虹当年 6 月中旬提出乌鸡养殖，7
月份就联系公司运来鸡苗。他跟公司谈妥，
由企业提供鸡苗发放给村民，采用传统养殖
方法，6 个月后出栏，农民可自行销售，销售
不了的由企业回收后村民再支付鸡苗成本，
彻底打消了村民的顾虑。

与此同时，徐长虹开始寻思更持久的
发展项目。没承想，一碗白面条吃出了
产业的雏形。

2020 年秋天，徐长虹因加班错过了村
里供餐的时间，便去超市买了一包油泼尖
椒拌面。他随手拿起配料油泼辣椒的包装
袋，厂址居然是邻省的一个县。他兴奋地
拍着桌子说道：“别人能发展的产业，咱也
能干成。”

隔天中午，在村委帮灶的脱贫户王新
菊炒了一锅酸菜，飘着葱花辣椒的酸菜惹
得大家伙直流口水。徐长虹站在一旁顿时
有了想法，“咱村发展酸菜试试？原材料芥
菜、雪里蕻、白菜自家地里能种，投资小、易

操作、风险还低。大家伙谁干？我负责对
接销路！”

说干就干，徐长虹立下“兜底状”，王新
菊带头创办起淅川县东升酱菜厂。从芥
菜、雪里蕻、白菜收购加工到腌制入缸，所
有环节都由村里脱贫户参与完成。72 岁的
脱贫户王明礼万万没有想到，这把年纪还
能领上工资。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60 缸酸菜，本
以为可以趁着春节期间销售一空，没想到一
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酸菜、西红柿
酱等产品全部滞销了！

徐长虹决定，自掏腰包全部“兜底”，自
行承担所有亏损。考虑到疫情期间买菜难，
他将酸菜挨家挨户发到村民手中。同时，还
将西红柿酱、酸菜各 500 箱捐赠南阳市传染
病医院。村民们也齐上阵，义务跟着徐长虹
一起干，将酸菜产业支撑下去。

有了这次的教训，徐长虹的发展思路更
稳健了。他决定发展深加工，升级酸菜制作
手法，并提前对接好销路。

2021 年，村民们早早准备，在自家地里
种上芥菜、雪里蕻、白菜。8月 15日，一个好
消息传来，徐长虹跟南阳亿客隆超市达成了
合作协议。9 月 25 日，150 缸酸菜原材料正
式上线投入生产。

为促进产业良性发展，村里成立了淅川
县丹阳酸菜加工专业合作社。眼下，东升村
的三年富民目标已在酸菜厂里亮相：“全村
产销10万件酸菜、养千只繁殖母牛。”下一步
全村的产业规划是以酸菜加工为引领，发展
母牛养殖，同时实行土地调产，春种玉米、芝
麻、西红柿，秋种芥菜、雪里蕻、白菜，进而形
成循环经济模式。

一包酸菜带起东升村的致富产业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龙成

2021 年以来，湖北省鄂州市以资产
清查和确权登记为基础，以明确管护运
营和收益分配为抓手，以严格资产处置
为底线，扎实推进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
理工作，确保持续发挥效益，为巩固脱贫
成果提供有力支撑。

鄂州市按照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
产和到户类资产三类，对党的十八大以
来使用各级财政资金、社会捐赠和对口
帮扶等投入形成的扶贫项目资产进行全
面摸底，分级分类建立管理台账，实现底
数清、权属清、责任清、分配清。将扶贫
项目资产确权登记工作与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有机结合，经全面摸底排查，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市项目资产总规模达
3.83亿元，已全部完成确权登记工作。

根据扶贫项目资产特点，鄂州市坚持
“谁使用、谁受益、谁管护、谁负责”的原则，
明确产权主体管护责任，引导受益主体参
与管护，建立扶贫项目资产管护长效机制，
持续发挥扶贫项目效益。公益性资产管护
运营由各确权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结合
护路员等公益性岗位，明确专人负责。经
营性资产由运营方进行管护，村级进行监
管。到户类资产由农户自行管理，村级组
织、驻村工作队等加强指导和帮扶。

鄂州市还明确扶贫项目资产的分配
和处置。扶贫项目资产收益重点用于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产权属于村集体的，由村集体经济
组织研究提出资产收益分配方案，经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
审议通过，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收益分
配方案和分配结果及时公示公告。

湖北鄂州市

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

去年以来，安徽省庐江县实行责任包保抢抓农时、技术进户分类指导、财政补贴
支持“绿色”生产三举措，统筹推进各扶贫基地种植管理。2021年，庐江县650余户脱
贫户户均增收4.1万元以上，人均收入超过2.8万元。图为1月11日，庐江县台湾农民
创业园帮扶基地内，脱贫户正在大棚里采收萝卜。 吴子新 摄

安徽庐江县

扶贫基地助脱贫户增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云南省澜沧县把促进就业作为增加
群众收入的主抓举措，2021年，全县实现
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 8.97 万人，占全县
脱贫劳动力总数的 65.07%，人均实现劳
务收入15920元。

健全机制促就业。全县成立 161个
村级劳务合作社，由劳务合作社定期开展
外出务工意愿摸底，推荐岗位信息。2021
年，有 52个村级劳务合作社与人力资源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有组织劳务输出 41
批1300人。提升技能保就业。以在企业
设立培训中心等方式，采取“理论+实践”
的教学方法，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
2021年，全县共开展脱贫劳动力培训7.67

万人次，实现有培训意愿脱贫劳动力百分
百培训。培养能人带就业。积极把乡土
人才、青年党员、外出就业“能人”培养成
劳务经纪人，通过现身说法，提升脱贫群
众外出就业意愿和信心；采取“亲人带亲
人”“朋友带朋友”“老乡带老乡”方式，带
动更多的群众外出务工。2021年，有117
名劳务经纪人与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务
输出合作协议，示范带动全县脱贫劳动力
省外转移就业达1.77万人。强化服务稳
就业。在务工人员满 100人以上的企业
设立省外劳务服务站，开展就业援助和跟
踪服务，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务工人
员稳在岗位，稳定增加收入。2021年，有
组织输送 967人澜沧籍农村劳动力到上
海、浙江等地务工，稳岗率达85%。

云南澜沧县

2021年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8.97万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甘肃省人社厅近日介绍，2021年，甘
肃省有序推动扶贫车间向乡村就业工厂
转型升级。目前，已有 2259个转型为乡
村就业工厂或帮扶车间。

按照“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思
路，聚焦产业，分类施策。一是转型发展一
批。对市场潜力大、就业带动强、发展前景
好的735个扶贫车间直接认定转型为乡村
就业工厂；对围绕特色产业建设的1524个
扶贫车间，通过资源整合打造品牌，促进集
群发展；对667个季节性扶贫车间，通过增

加生产线，延长产业链条，扩大生产规模。
二是支持新建一批。依托乡村振兴项目，
积极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龙
头企业带动新建乡村就业工厂128个。三
是规范退出一批。对规模小、竞争力弱、吸
纳带动性不强的扶贫车间，建立完善退出
机制，有序退出 494个。同时，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要求，持续发挥扶贫政策集成
效应，共落实财政奖补、就业补贴、东西协
作等补助资金2056.9万元。甘肃省还依
托乡村就业工厂开展在岗培训和岗位技能
提升培训，引导就业人员参与技能等级认
定，促进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

甘肃

2259个扶贫车间转型为乡村就业工厂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据江西省乡村振兴局近日介绍，
2021年，江西全省脱贫劳动力就业135.2
万人，就业规模比去年增加 4.3 万人，增
幅 3.3%。其中省外务工 54.1 万人，帮扶
车间吸纳2.6万人，公益性岗位安置15.9
万人、产业带动就业18.6万人次。

江西注重从源头抓好识别，把脱贫劳
动力找出来、跟踪好。线上，完善就业监测
信息系统，由乡镇或村级每月定期录入数
据，动态监测、到户到人，省市县乡村五级
数据及时共享，实现就业监测“数字化”。
线下，建立乡村两级乡村振兴工作站（室）、

村“两委”、驻村第一书记、信息员“四位一
体”的监测队伍，遍及全省 1565个乡镇，
1.75万个行政村，乡村信息员达2.06万人，
实现就业监测“网格化”。通过“一支队伍、
一套系统”协同联动，及时精准掌握全省
173.3万脱贫劳动力就业信息。畅通外出
就业渠道的同时，通过“产业带动一批、帮
扶车间安排一批、公益岗位兜底一批”等，
搭好就地就近就业载体。江西省还强化政
策保障机制，继续将16岁以上脱贫人口认
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补助；对自主
创业、帮扶车间给予“创业担保贷款”“产业
信贷通”扶持；实行社保、培训、交通、公益
性岗位、帮扶车间等10项补贴政策。

江西

“线上线下”联动确保脱贫劳动力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