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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机制，动态监测，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屋外天寒地冻，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

特旗五家子村扶贫车间里热火朝天，村民张国

有忙着将新米装袋、塑封，“这活儿真好，离家

近，收入稳，日子踏实得很！”

受益于精准扶贫好政策，两年前张国有全家

脱了贫。去年，他的老伴突发大病住院，家里日子

一下子紧巴起来。网格员仵占胜入户了解情况

后，第一时间通过“扎赉特 e家”APP上报。经过核

实，村里为他安排了保洁员公益岗位，每个月收入

500元，加上扶贫车间的工资，张国有一年多了 1.6
万元收入，消除了致贫风险。

防止张国有全家返贫的是两张“网”。

一张“网”是遍布全旗的基层网络。扎赉特

旗将全旗划分为 973 个网格，2054 名网格员分片

包干、定期巡查，及时发现并上报返贫致贫风

险，相关部门快速响应、精准帮扶。

另一张“网”是互联网。“网格员发现致贫返

贫风险对象后，第一时间通过 APP 上报；群众也

可进入‘防贫监测 110’小程序自行上报。”扎赉

特旗乡村振兴局局长耿立军说。

“我们通过‘互联网+网格’双网融合，将网

格员熟悉基层的优势与网络平台信息联通的优

势结合起来，及时有效地防止返贫和新的贫困

发生。”扎赉特旗委常委、副旗长陈庆华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关键在行动。今

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对

脱贫县、脱贫村、脱贫人口扶上马送一程。陕西

省建立防返贫动态监测体系，开展“六查”“六

问”行动，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存在返贫致贫

风险的对象。

“儿媳妇生了场大病，花了 20 万元，这可不

是个小数。”

“ 他 家 俩 孙 娃 ，都 不 到 10 岁 ，往 后 担 子 可

不轻！”

…………

陕西省白河县卡子镇陈庄社区会议室里，

村民代表围坐一圈，讨论韩吉贵一家的情况。

这场讨论的动因，源自不久前的一次入户

走访。驻村工作队员吴亚丽说，“老韩家原本日

子还可以，前一段因为儿媳突发重病，有了致贫

风险。”了解清楚情况，吴亚丽马上提交村民代

表大会评议。

白河县按照省里部署，围绕产业发展、饮水

安全、健康帮扶等问题进村入户，针对收入支

出、住房、教育等六方面问题对标排查，发现返

贫致贫风险隐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经

过仔细评议，老韩家以“突发严重困难户”被纳

入防返贫动态监测。社区为他的儿媳申请了低

保、防返贫保险，还落实一名帮扶干部定期入户

走访。

陕西省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孙亚政

介绍，今年以来全省开展了“六查”“六问”行动，

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乡镇包村干部和村“两

委”干部四支力量，进村入户排风险、解难题，切

实巩固提升了脱贫质量与水平。

国家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说，各地建立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重点强化对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

户的动态监测帮扶。截至 10 月底，全国纳入监

测对象 526 万人，其中 75%消除了返贫风险，守

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重点盯防，精准施策，不
让一户家庭因灾返贫致贫

一 边 是 因 水 灾 坍 塌 的 土 窑 洞 ，一 边 是 刚

刚 建 成 的 新 房 ，新 房 两 室 一 厅 ，白 墙 、地 板 砖

分外整洁，室内温暖如春，山西省临汾市安泽

县府城镇凤池村脱贫户马永昌百感交集，“多

亏了好政策，让我们这么快走出了困境！”

今年 10 月，安泽县遭遇连续强降雨，马永昌

家的土窑成了危房。“第一时间转移群众。”府城

镇党委书记翟海元介绍，镇里排查统计危房危

窑，及时采取了相关措施。灾后，各村立即召开

会议，对受损房屋进行鉴定，确定房屋修缮和重

建名单。

马 永 昌 家 损 毁 土 窑 是 唯 一 住 房 ，按 政 策

他 家 被 纳 为 防 止 返 贫 动 态 监 测 对 象 ，很 快 住

进 了 新 房 。“ 新 年 前 ，我 们 要 让 全 县 房 屋 因 灾

受损的群众都住进新房。”安泽县委书记廉海

平说。

不只是解决脱贫群众“三保障”问题，减少

因灾损失、增加收入也是重要帮扶举措。

“连续暴雨，今年的玉米收入减少，但保险

理赔和临时救助弥补了不少损失。”临汾市隰县

龙泉镇上留村易地扶贫搬迁户李军军说。灾情

发生后，有关部门积极对接保险理赔，把农民的

损失降到了最低。

“虽然遭了灾，但对我收入影响不大。”李军

军说，他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厨师培训后，在县城

当起厨师，现在每月工资 3000 元。

据介绍，隰县对全县近 2 万名脱贫人口进

行了全面排查监测，“一对一”包联，启动防贫险

理赔程序，开展临时救助和低保办理，政策和资

金已全部落实到位，全县未发生因灾返贫致贫

问题。

山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张玉宏说，今年 10
月，山西遭遇强降雨，46 个脱贫县、2769 个脱贫

村、44.5 万脱贫人口不同程度受灾，面对灾情，全

省上下拿出有力政策举措，切实防止因灾返贫

致贫。

针对因灾返贫致贫风险，国家乡村振兴局

等部门指导各地对因洪涝灾害纳入的易返贫致

贫监测对象，允许受灾县结合实际，调整中央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

使用结构，优先安排实施防止因灾返贫急需项

目，目前因灾返贫致贫风险已经得到有效防范

和化解。

“全国脱贫县特别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中，不少地方生态脆弱、地质灾害频发，一些脱

贫 群 众 发 展 基 础 薄 弱 ，下 一 步 还 需 要 重 点 盯

防，精准施策，防止他们因灾返贫致贫。”北京

师 范 大 学 中 国 乡 村 振 兴 与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张琦说。

做强产业，端牢“饭碗”，
让脱贫成果更可持续

如何巩固拓展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各脱

贫地区抓住产业、就业两个关键，围绕产业提档

升级、就业增量提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

脱贫基础。今年前三季度，脱贫人口收入增速

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党的政策真是好，致富路宽，幸福路长！”

在易地扶贫搬迁聚居点新房里，四川省巴中市

巴 州 区 化 成 镇 长 潭 河 村 脱 贫 户 赵 天 文 感 慨 ，

“我在村里的水果园区务工，没活儿时在景区

卖水果，一年收入三四万元没问题，好日子稳

稳的。”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做强产业是基础。”长

潭河村党总支书记杨秀春说，村里通过招引优

秀青年返乡创业，栽植青脆李、红雪桃等优质水

果 1600 余亩，林下套作白芍、丹参等地道药材，

去年产业收入 150 万余元。村里用活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项目资金，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去年接

待游客 6 万余人次，村集体经济增收 5 万余元。

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根本之策。今年 4 月，农

业农村部等 10 部门印发《关于推动脱贫地区特色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各地持续加大对

脱贫地区产业帮扶力度，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

短板，建立健全带贫益贫机制。今年前三季度，

全国脱贫县农民经营净收入增速高于去年同期，

也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就业稳，脱贫成效就稳。手持数据线 USB 接

口，接入测试仪器端口，红色指示灯亮起，一条数

据线端口检测完成。江西省定南县龙塘镇长富

村脱贫户吴海华，腿有残疾，出不了远门、干不了

重活，“这份工作就在家门口，每月能挣 2500 元，

我对今后的生活有信心！”

一条条数据线，连通一个个致富梦。定南

县强化对数据线生产扶贫车间的扶持，完善交

通、物流等配套设施，为脱贫户提供更多就近就

业岗位。全县 120 多家数据线生产车间，解决就

业近 4000 人，年产值达 50 多亿元。

“饭碗”端得牢，脱贫底气足。今年以来，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洪涝自然灾害等困难，各地区

各部门加强就业帮扶，脱贫劳动力就业稳中有

升，截至 10 月底，全国 3111 万名脱贫劳动力外出

务工，比去年增加 3%。

今年前三季度，脱贫人口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产业提档升级 就业增量提质
本报记者 顾仲阳 郑洋洋 高 炳

核心阅读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
一年。脱贫之后怎么干？各
地区各部门乘势而上，再接再
厉，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各项工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
高质量发展，让脱贫基础更加
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1573.54 亿 斤 ！

2021 年，黑 龙 江 省

粮食总产量比去年

增加 65.34 亿斤，占

全 国 总 产 量 的

11.5% ，实 现“ 十 八

连 丰 ”，连 续 11 年

位居全国第一。

高质量备耕保

农 资 、高 标 准 春 播

夺 全 苗 、精 细 化 夏

管 促 升 级 、高 效 率

抗灾抢丰收……作

为 全 国 粮 食 主 产

区 ，黑 龙 江 深 入 实

施 藏 粮 于 地 、藏 粮

于 技 战 略 ，抓 紧 抓

稳 粮 食 生 产 ，坚 决

当好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压舱石”。目

前 ，全 省 农 业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主 要 农

作 物 良 种 覆 盖 率、

科技进步贡献率分

别 达 到 98% 、100%
和 68.3% ，多 项 指

标位居全国首位。

在 克 山 县 ，村

民 韩 晓 宇 家 的 10
多 垧 土 地 平 整 连

片 ，他 高 兴 地 说 ：

“过去的水沟子，现

在连成了高标准农

田 ，旱 能 浇 、涝 能

排，今年产量还翻

了番。”

3 年 前 ，这 里

还布满大大小小的

侵蚀沟，把土地撕

开 一 道 道“ 大 口

子”。韩晓宇回忆，

一垧地只剩一半能

正常耕种，每年还

有近 5 毫米的黑土

层被冲走。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项目

接 连 开 展 ，曾 经 的 侵 蚀 沟 得 到 治 理 恢 复 。 小

块田变大方田，地块间建起沟渠桥涵，水路畅

通，大型机械进出便利。“耕地是粮食生产的

命根子，看着耕地得到保护，俺们庄稼人打心

眼里高兴！”韩晓宇说。

“ 根 据 不 同 地 理 地 貌 、气 候 条 件 ，全 省 将

黑土耕地划分为 4 个类型区，分类施策、综合

治理、重点保护。”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王 兆 宪 介 绍 ，平 原 旱 田 实 施 秸 秆 全 量 还 田 培

肥 地 力 ，坡 耕 地 采 取 横 坡 打 垄 等 措 施 固 土 保

水 ，风 沙 干 旱 地 实 施 秸 秆 覆 盖 免 耕 等 保 护 性

技术，水田推行节水控灌等措施。

五谷丰登，离不开农业科技支撑。走进北

大荒农垦集团大兴农场种植户胡春光的机库，

一排排现代化农机映入眼帘。“现在‘汗水农业’

早成了过去时，‘智慧农业’让咱农民种地也能

挑上‘金扁担’。”胡春光自豪地说。

今年，在政府扶持下，胡春光为农机新装了

北斗导航自动终端，种上了农技部门推广的优

质新品种，“省下五六千块人工成本不说，从种

到收，机械作业更精准，今年亩产 1200 来斤，比

去年高出将近 100 斤呢！”

王兆宪介绍，从 2016 年开始，黑龙江省整

合科技力量，目前已组建大豆、水稻、玉米、杂

粮等 17 个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体系。围绕千公

里高标准科技示范带建设，建设国家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 4 个，高标准现代农业科技园 58
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150 个，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主体 3000 多个，促进全省农业主推

技术到位率稳定在 95%以上。

黑土地保护好，还得利用好，让耕地里长

出好粮食。黑龙江新型经营模式的推广，让农

民种地更轻松，农业生产更专业。

“家里的地有‘田保姆’打理，一亩地一年算

下来，比自己种还多赚六七百元呢！”巴彦县松

花江乡农民赵建在外打工多年，兼顾种地成了

难事。去年，他将自家 40 亩地交给刘辉巨农种

植专业合作社全程托管。今年，种地加上务工，

赵建年收入能达到八九万元，“每亩 350 元的托

管费，亩产保底 1500 斤稻谷，农活别人干，收成

归自己。”

“从购种、耕种，到收获、销售，服务组织提

供一条龙或者菜单式定制服务。”巴彦县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陈伟氡介绍，通过整合资源，服务组

织让农业生产节本增效、提质提量。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

处处长李佳文表示，全程农业生产托管模式推

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这一模式不仅提高

了机械利用效率，也促进了新技术推广运用，

有效增加了农户、服务组织、经纪人和农机手

等生产经营主体的收入，分散了农业生产经营

风险。

据黑龙江省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显示，全

省耕地总面积为 2.579 亿亩，与第二次全国土地

调查数据相比，耕地面积增幅近 8%。“我们要保

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更好地发

挥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作用，加快构建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业现代化大步迈进。”王

兆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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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纪兰是一位来自山西天镇县偏远山村的

农家大姐。在参加完县里组织的免费培训后，

她来到城里当上一名家政服务员。“以前在村里

种地，收成不稳定。现在做家政一个月工资几

千元，干得好不愁找不到活儿，工资还能涨，好

着呢。”

像 冯 大 姐 这 样 通 过 从 事 家 政 服 务 解 决 就

业、增加收入的农村劳动者数量不在少数。商

务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家政行业从业人员已

达 3000 万人，其中约有 90%来自农村地区。截

至 2020 年底，仅在脱贫地区就有 85 万劳动力进

入家政行业，既能满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就

业需求，又能满足城市家庭育儿、养老等现实需

要，家政服务正日益成为一个有效连通城乡、促

进互利共赢的产业。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升级，我国家政服务业

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十三五”时期营业收入年

均增速超过 20%。月嫂、收纳师等专业化程度

较高的家政服务快速发展，从业人员专业化、

年轻化、职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家政服务与养

老、育幼、物业、社区零售等业态融合发展步伐

不断加快。

但要看到的是，就家政行业发展现状而言，

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从供给侧

看，农村劳动力“出不来、留不住、干不好”是突出

难点；从需求侧看，消费者找家政服务员“找不

着、找不起、找不好”是痛点堵点。家政服务如何

实现“找得好”又“干得好”？亟须从统筹供需两

侧、城乡两端入手，打通家政服务供需两端的堵

点痛点，系统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目前家政服务业人员缺口超过

2000 万，这为有就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适应城市消费者“找得着、找得

起、找得好”的需求，让农村劳动力“出得来、留

得住、干得好”，对于带动农民增收十分重要，需

要多措并举。确保农村劳动力“出得来”是家政

行业带富农民的第一步。畅通渠道需要加强供

需双方对接，为想进城从事家政服务的农村劳

动者送政策咨询、送信息服务，并将这些服务覆

盖农村到城市全流程。确保“留得住”，需要两

端发力优化从业环境，既维护好家政服务员的

合法权益，加强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保障，也

为她们的留守子女提供人文关怀和生活帮助，

免去她们的后顾之忧。“干得好”的前提是有一

技之长，这离不开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家政服

务员的职业技能。在过硬的技能基础上，“干得

好”更需要满满的爱心，如此才能让消费者用工

更放心、享受服务更舒心。

日前，商务部等 14 部门联合印发了《家政兴

农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

家政服务品牌化、信息化、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有效提升，优质家政服务有效供给显著增加，人

民群众对家政服务满意度稳步提高。相信随着

一系列举措落地，家政服务这项朝阳产业将加

快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

更好地惠及城乡百姓。

充分发挥家政服务业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
晓 眷

■话说新农村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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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的身边事⑧R

从统筹供需两侧、城乡两端入
手，推进家政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更好地适应城市消费者“找得着、找
得起、找得好”的需求，让农村劳动
力“出得来、留得住、干得好”

正 值 冬 小 麦 管 护 的 关 键 时 期 。

近日，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胥坝乡的

农机手为麦苗喷施除草剂。

沈卫蛟摄（人民视觉）

忙冬管

护麦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