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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龙成

近日，重庆市乡村振兴局、重庆市商
务委员会印发《关于开展第八届消费帮
扶“赶年节”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决定利用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
品销售旺季，组织开展第八届消费帮扶

“赶年节”活动。
《通知》要求，开展网络春晚直播带

货、三美乡村文化艺术节、乡村赶年节、
赶场及特色农产品巡展等活动，集线上
线下交易、直播活动、现场展示体验和文
化活动、经贸合作于一体，销售乡村振兴
消费帮扶产品，推广畅通消费帮扶农产
品购销渠道。参与活动展销的农产品重
点以全市 17 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乡镇及原 18个深度贫困乡镇为主，和其
他消费帮扶任务重的乡镇。

消费帮扶活动包括四个方面。第八
届重庆“赶年节”活动启动仪式暨消费帮

扶直播电商行动（乡村振兴网络春晚直
播行动）。通过在主城区设立主会场、区
县设立分会场、38个区县驻点网红同时
直播方式，推介当地消费帮扶产品、乡村
风光、民俗文化等，以直播促产品销售，
推动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消费
帮扶产品展示展销活动。设置重庆消费
帮扶产品展区，组织重庆市各区县农产
品商家参加展示展销，推广销售脱贫地
区产品。三美（乡村美食、乡村美景、乡
村人美）乡村文化艺术节活动。邀请区
县各种民族特色表演文艺队伍进行文化
艺术表演，形式以重庆地方特色文化表
演为主，通过一系列演出让更多市民在
购物消费的同时享受传统艺术的熏陶，
感悟重庆的特色文化。赶场及特色农产
品巡展活动。组织 17 个乡村振兴示范
乡镇和原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消费帮扶
产品企业，携当地农特产品赶场及巡展
活动。

重庆

开展第八届消费帮扶“赶年节”活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龙成

近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关于积极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扎实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通过
加强监测、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强化重点帮
扶等，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有效防
止因疫因病返贫致贫，最大程度保护脱贫
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最大程度减
少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影响。

发挥好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机制作用

“之前一直担心买不到退烧药，现在
好了，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给我送药上门
还不要钱，我不用再担心了。”元旦前，湖
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奉家镇渠江源村 71岁
的监测对象刘崇富，从帮扶工作队队长龙
田泗手中接过防疫爱心包后，脸上露出了
笑容。

去年底，娄底市为全市防止返贫监测
户精心准备了 22838份防疫爱心包，每份
爱心包内含洛索洛芬钠片、抗原检测试剂
和N95医用口罩等抗疫物资。连日来，各
县（市、区）组织1872支志愿送药小分队深
入乡镇村组，确保在元旦前将退烧药及医
用口罩送到有需要而又行动不便的监测
对象手中。

“我们村有2242人，6个网格，23户监
测对象。前几天下雪，道路被封，8 名村

‘两委’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冒着风雪严
寒，将防疫爱心包一一送到 23 户监测对
象家里。对其他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群众，
村里有 2个卫生室进行诊治，还有乡村医
生上门巡诊，确保病了有人管。”渠江源村
党支部书记奉友辉说。

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当地组织集
中采购咳特灵胶囊、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抗原检测试剂盒等防疫物资，并组成7000
份“爱心健康包”，为全区各街道和农村困
难群众免费发放。每个爱心包里都附上
了《阳了，怎么办》用药指导，详细列出用
药提示和防疫相关提醒，为村民提供基本
的防疫保障和指导，有效帮助村民掌握居
家康复流程，实时监测健康状况。

今年 72岁的赵康银，是一名脱贫户，
早年因肢体残疾失去劳动能力，儿媳也因
意外落下残疾。这个家的重担便落在儿
子赵长育身上，他只能在离家较近的地方
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家庭。

“区上关心我们这些特殊群体，专门
送来预防和治疗的药品，还让医生上门给
我们检查。有了政府的关心和村干部的
照顾，我们一定会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赵
康银怀里抱着“爱心健康包”感动地说。

国家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充
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作用，重点
做好上门排查、因户施策和协调配合等工

作。把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存在返贫致
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识别为监测帮扶对象，
对符合条件的农户，通过绿色通道先落实
帮扶措施再完善手续。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提供防
疫帮助

众人拾柴火焰高。各地社会力量积
极为脱贫地区捐赠防疫物资，参与困难
群众救助，有效防止脱贫群众因疫因病
返贫致贫。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日照三奇医
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向湖北省英山县捐
赠总价值109.45万元的5500个健康礼盒，
内含防护口罩、消毒液、消毒湿巾等卫生
防疫物资。

同时，还携手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
金会开展“名医助村医”活动，通过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乡村医生在线平台，为乡村医
生讲解、分享如何应对疫情防控方法，提供
线上咨询服务，助力乡村抗击新冠疫情。

“多亏了乡村医生在线平台，解答了
我的疑问。”湖北省英山县陶家河镇胡家
垸村脱贫户汪桂慈，新冠阳性转阴后一直
担心咳嗽问题。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联合抖音
乡村计划，重点针对贵州省和内蒙古自治
区 30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江西省 5
个欠发达县，捐赠及发放约 2 万份“防疫
物资包”，助力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防疫
物资包”主要包括对乙酰氨基酚、维生素
C泡腾片、N95及N96口罩、消毒液等，捐
赠总额约 400万元。在贵州省 20个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主要发放对象为留守儿
童及其家庭；在内蒙古自治区 10 个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江西省 5 个欠发达县，
主要发放对象为“五保户”、低保对象和脱

贫不稳定户中的老年人。
2022年，天津市印发《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助力结对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的有关措施》《关于助力甘肃应对
新冠疫情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的通知》等政策文件，聚焦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等重点区域，紧盯脱贫户、监测户等重
点人群，及时调整财政援助资金和社会动
员资金的使用方向，优先支持应对疫情影
响促进脱贫人口增收等项目。

天津市合作交流办相关负责人说，全
市各区及时与结对县对接，了解当地疫情
防控情况，有针对性地给予帮助；紧急调
拨一批包括医用隔离面罩、连体式隔离
衣、非无菌型防护口罩、一次性医用乳胶
手套、医用隔离鞋套等医用物资，共计 39
万件、总价值达1000万元。

帮助脱贫地区解决农产品
销售问题

2022年 12月 29日，由四川省乡村振
兴局、省发展改革委、商务厅、财政厅、农
业农村厅共同主办的“天府乡村”公益品
牌年货大集成都天府广场活动现场，128
个展位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菌类干
货、腌腊制品、米面粮油、休闲零食、蜂蜜
茶饮、时令水果……贴上“天府乡村”公益
品牌，四川脱贫地区优质农特产品吸“睛”
又吸“金”。当天，共有来自 21 个市（州）
的 128家企业参展，一千余种四川优质农
特产品亮相。

作为四川省消费帮扶的重要举措，
“天府乡村”公益品牌年货大集活动启动
仪式上，集中签约合作协议总金额超 7亿
元，涉及雷波脐橙、石渠县农畜土特产、
广元市特色脱贫农副产品等。其中，阿
坝州乡村振兴局与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

市场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价值 5 亿元合
作协议。

雷波县李家湾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
此次与四川易田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签下 300 万元销售订单。合作社理事长
李才强说：“之前受疫情影响，对产品销售
产生较大冲击，好在此次签约活动，帮助
合作社打通销售渠道，稳住了脱贫群众的
收入。”

在浙江衢州柯城区“北川特产专馆”，
通过创新打造体验式的消费帮扶馆，用

“沉浸式”的舒心购物体验，让北川腊肉、
苔子茶、土蜂蜜等“土味”农特脱贫产品，
在东部城市火速“出圈”，短时间内就得到
了市场的认可和消费者的欢迎。

“我们借助东西部协作平台着力打好
消费帮扶‘组合拳’，通过在柯城网红地段
建设‘北川馆’进行展示销售，建设示范直
播间、培养农民达人主播，推动北川产品进
入‘桔子花开’连锁商超、‘政采云’协作商
城等销售平台，以及开展‘绵品出川’‘羌荟
优品进柯城’等活动推销北川产品。2022
年以来，我们共帮助北川销售农特产品
6800余万元，有效地降低了新冠疫情对当
地农民收入的影响。”柯城区招商投资促进
中心党组成员叶德刚说。

近年来，北川“以消费兴产业、以产业
促振兴”，抓住消费帮扶这一契机，利用

“绵品出川”机会，筛选“羌食荟”120多个
农特产品进入推荐名录，与对口帮扶北川
的浙江柯城及省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
对接，不断扩大扶贫产品订单采购规模。
同时，组织县内 30 多家优质涉农涉牧企
业，参加绵阳市组织的前往福建、广东、上
海等地“绵品出川”展销活动，为北川农特
产品走出四川搭建平台。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眼下正是萝
卜、白菜、冬桃、火龙果等时令果蔬上市旺
季，受疫情影响，襄州区部分农产品存在
滞销难题。区乡村振兴局心系群众，想群
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迅速安排驻村
工作队摸排统计各镇农户，特别是脱贫
户、监测户家中种植的农产品产销情况，
同时充分发挥“牵线搭桥”作用，积极联系
果蔬销售渠道，为滞销农产品找出路。

“看着又大又红的火龙果到了成熟期，
却因疫情销售不畅，真的是心急如焚，好在
党和政府及时帮我们打开销路，我家火龙
果不愁销了。”看着一筐筐已有着落的火龙
果，种植大户汪静激动地说。

国家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2年，各地通过开展消费帮扶行动，累
计 采 购 和 帮 助 销 售 脱 贫 地 区 农 产 品
1115.6亿元，进一步夯实了脱贫基础。为
加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影响，各地
要深化开展消费帮扶活动，帮助脱贫地区
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引导更多资源和力
量倾斜支持脱贫地区、脱贫群众。

各地多举措防止因疫因病返贫致贫

□□ 陈淦璋

2022年以来，湖南省郴州市探索建
立对口帮扶民族乡村机制，加快民族地
区乡村振兴，着力解决民族地区发展不
充分不平衡等问题。

2022 年 9 月，郴州市委、市政府出
台《郴州市对口帮扶民族乡村促进民
族地区共同发展的工作方案》，对全市
对口帮扶民族乡村工作作出安排。根
据部署，郴州按照“分级负责，市里负
责民族乡，县（市、区）负责民族村”原
则，30 个市直相关单位对口帮扶 10 个
民族乡镇；北湖、苏仙、桂阳等 9 个县
（市、区）按照属地管理，对口帮扶 43 个
散居民族村，着重从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加快社会事业
发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 5 个方
面开展帮扶，努力实现“一年一变样、
三年大变样、五年换新样”目标。全市
成立对口帮扶民族乡村工作领导小
组，将对口帮扶工作纳入全市绩效考
核范围，并建立“月调度、季通报”工作
机制，及时总结推介对口帮扶工作经
验做法和先进典型。短短两个月时
间，全市民族地区已新建改建学校 3
所、卫生院 3 所、文化站 2 所、图书馆
（室）6所、广播站（室）6所；全市各级各
相关部门为民族乡村统筹安排 2023 年
度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社会事业等各
类项目共 180 余个，涉及帮扶资金 3.18
亿元，有力促进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湖南郴州市

建立对口帮扶民族乡村机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湖北省谷城县聚焦减轻农村困难群
众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充分发挥

“防贫保”衔接保障作用，在对农村低收
入人口、脱贫户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
医疗救助三重制度报销后，个人自付医
疗费用超过返贫预警线且存在返贫风险
的，通过“防贫保”及时进行补充报销。
2022年 1至 11月，全县享受“防贫保”救
助的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共 551 人，救
助保险金104.34万元。

针对 2022 年 1 至 11 月脱贫人口、
监测对象住院和门诊慢特病经医保报
销后政策内自付医疗费用超过 5000 元

的，谷城县分层分类及时进行救助。
家庭人均纯收入在 1 万元以内的按
50%比例进行报销；家庭人均纯收入在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内的按 30%比例进
行报销；家庭人均纯收入在 2 万元以上
的按 10%比例进行报销。据了解，2022
年以来，谷城县利用县级财政衔接资
金持续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开展“防
贫保”，共理赔 1033 人次 154.98 万元，
其中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和农村低收
入人口住院报销 35 人次 18.46 万元，精
神障碍患者住院报销 140 人次 5.18 万
元，补充医疗报销 858 人次 131.34 万
元，及时有效化解了农村群众因病返
贫致贫风险。

湖北谷城县

“防贫保”化解返贫风险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子璇

2022年，贵州省聚焦“坚决守住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目标，采取技能培
训、稳岗就业、就近就业、产业发展、兜底
保障等措施，保障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
业增收。

抓好技能培训促增收，紧紧围绕省
内外用工企业需求，对搬迁群众开展以
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
训。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针对搬迁群
众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4.04 万人次。抓
好稳岗就业，充分利用粤黔协作机遇，
积极发挥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和劳务输
出信息平台等作用，大力实施组织化劳
务输出。2022年，全省搬迁劳动力在省

外务工的有 44 万人，占 46.77％。就近
就业促增收，全省各地帮扶车间、基地
及周边企业吸纳搬迁劳动力就业 4.36
万人，开发公益性岗位及公共服务岗位
解决搬迁劳动力就业 5.39万人，自主创
业 2.15万人。产业发展促增收，坚持把
产业发展作为促进群众可持续发展的
重点任务统筹推进。2022年，全省使用
中央财政衔接戴帽资金实施后续扶持
项目 528个，完成投资 11.63亿元。抓好
兜底保障，针对返乡搬迁群众、因照顾
老人和小孩难以外出务工的未就业劳
动力和弱劳动力等特殊困难群体，组织
不低于 3 次的就业推荐。同时，将符合
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搬迁群众纳入低
保，实现了应保尽保。

贵州

保障搬迁群众就业增收
四川“天府乡村”年货大集现场。 李洋 摄

近年来，河南省汝阳县靳村乡利用当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的地域优势，实施
“合作社+电商+脱贫户”经营模式，积极发展香菇生产。去年全乡年种植香菇800
余万袋，户均增收3万余元。图为近日，菇农在大棚里采摘香菇。 康红军 摄

□□ 张锐

村民对发展产业既没有明确的方向，也
没有充足的信心和底气，怎么办？一年多以
前，由陕西省西安市委外办和西安市金融工
作局两家帮扶单位联合组建的新一期驻村
工作队，压茬轮换来到蓝田县华胥镇西元峪
村，初来乍到便遇上了难题。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关键要守好农
民的“钱袋子”，只有找到合适的产业才能找
到农民持续增收的出路。然而，发展什么产
业？怎样才能带动农民一起干？驻村工作
队没少在这上面碰钉子。

起初，一些村民对这些“机关来的干部”
颇有些微词：“机关里写文件的，农活干得好
吗？”工作队提出在传统樱桃产业的基础上
发展养殖业，有村民说：“养殖业就没法搞，
养猪有猪瘟，养鸡也有禽流感。”工作队提出
在樱桃树下试试生态养鸡，又有村民说：“鸡
养到樱桃树底下不行，鸡会啄花啄芽，把树
都搞坏了。”

驻村工作队决定先做给农民看。
肩扛铁锹，手握镢头，移栽树木，拉设隔

离网，两个多月过去后，乱石堆砌、杂草丛生
的景象不复存在，“驻村工作队生态养鸡示
范园”建了起来，220只黑瑶鸡在园子里悠闲
散步。“驻村工作队农业种植示范园”里种了
西红柿、黄瓜、辣椒等 10 余种蔬菜，有效探
索了种植与养殖相结合的发展前景，为村民
提供复合农业发展新路径。驻村工作队还
以这两个“示范园”为基础，建设了“西元峪
群众文化广场”，记录下西元峪村近年来的
发展之路，也记录下村民与驻村工作队共同
奋斗、不断提升乡村文化和精神面貌的成长
之路。

西元峪村自然条件特别适合樱桃种植，

村民栽植樱桃已有 50余年的历史。全村大
樱桃种植面积达1484余亩，是该村的主要特
色产业。但西元峪村大樱桃知名度低，无法
与已知品牌竞价，收获季往往需要村民自行
采摘直接送至集散市场批发销售，无法卖上
好价钱不说，还增加了销售成本。

为此，驻村工作队立足西元峪村优势
特色产业，结合村情民情，为村上的产业振
兴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围绕大力发展“一
村一品”的集体经济理念，工作队提出“注
册地理商标—打造特色品牌—拓宽销售渠
道—推动产业振兴”的樱桃产业发展路径，
确立了统一形象宣传、统一打包直销、分户
收购樱桃、分途径销售樱桃的“二统二分”
销售模式。

西元峪村的农产品有了自己的“西元
峪”品牌。西元峪樱桃有了专属的樱桃包装
纸盒，还有了专门拍摄的宣传片，品牌识别
度和知名度大大提升。不只是樱桃，村里的
大杏、柿子、土鸡、土鸡蛋等其他特色产品也
都在“西元峪”品牌的覆盖范围内，从而极大
地丰富当地农产品产业结构，赋予西元峪的

“一村一品”更多内涵与活力。
樱桃收获季，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出资在

全村收购符合标准的樱桃，重点优先分户收
购村里已脱贫的建档立卡种植户和村上口
碑好、有影响力的种植大户的樱桃，抱团营
销、集中发力，依靠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
富。在销售时，依托帮扶单位的平台，驻村
工作队与村“两委”多次协商，确定了定向采
购、爱心企业团购、生鲜电商三种主要销售
途径，与盒马鲜生超市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减少中间环节的成本支出，直接为樱桃种植
户提高了收益，也为大樱桃下一步进入超市
高端市场做好铺垫。

“之前推着车子去市场一斤樱桃卖七、

八块，现在不用运输还能卖个十几、二十
块，真是太好了！”樱桃种植户们在樱桃季
之后笑逐颜开。2022 年的樱桃收获季，驻
村工作队帮助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和部分建
档立卡脱贫户销售樱桃共计 1.2万余斤，销
售额近 25 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7 万余
元。这是西原峪村第一次依托樱桃销售实
现集体经济增收，打响了西元峪村“一村一
品”的品牌，也让村民坚定了发展特色种植
产业的信心。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
赚。村民的质疑声少了，有更多村民也购
入了鸡苗加入养鸡行业，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也借鉴“驻村工作队生态养鸡示范园”
的 经 验 开 始 筹 划 建 设 村 集 体 经 济 养 鸡
场。还有更多的村民积极参与到驻村工
作队为大家组织的文化宣传队中，通过敲
起锣鼓、扭起秧歌积极宣传好经验、好方
法和好路子，让大家都能充满信心地走上
奋斗路和致富路。

陕西蓝田县西元峪村驻村工作队

带着农民一起干 蹚出产业振兴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雷昱

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民政部、财
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乡村振兴局
联合发布《关于坚决守牢防止规模性返
贫底线 健全完善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
贫长效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
线，扎实做好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反馈
问题整改，强化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防范
处置，全面巩固“基本医疗有保障”成果，
更好发挥医保制度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
作用。

《通知》细化了确保应保尽保、稳妥
推进政策衔接、强化风险预警监测、常态

化实施综合帮扶、加强部门工作协同和
信息共享等具体要求，立足“建机制、聚
合力、补短板、防风险”，对守牢防止因病
规模性返贫底线作出统筹安排。

《通知》要求，统筹实施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
综合保障，依据其困难身份类别，落实
好分类救助政策。对经三重制度保障
后费用负担仍较重的，明确部门联动帮
扶责任。

针对“应保尽保”底线任务，《通知》
要求各地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
保率不低于 99%，要求提升资助参保政
策精准性、规范参保管理服务、促进资助
政策衔接。

国家医保局

守牢防止因病规模性返贫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