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我的家庭农场越干越红火，今年我还要

带着乡亲干，携手乡亲共致富！

——河南省光山县东岳村村民杨长太

我现在务工能挣钱，土地入股还能分钱，相信

未来生活一定会更美好。

——重庆市垫江县光辉村村民周万保

在福建援藏人员的支持下，我们合作社的产

品卖到了福建，销路越来越好，家乡群众的收入也

越来越多。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边坝县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桑多

我在北京送快递，跑得勤快、单子多，一天能

挣 400 多元。打算过年后一边送快递、一边学做

拉面，继续凭本事吃饭、靠勤快致富。

——甘肃省广河县外出务工人员马雄

现在我搬进了集中安置点，还成为一名光荣

的生态管护员。政策这么好，咱不能睡大觉，保护

生态、发展致富，我浑身都是劲。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生态管护员

达尕村加洛

搬 进 新 家 已 经 一 年 多 了 ，我 现 在 最 爱 干 的

事 儿 就 是 搞 卫 生 ，把 我 的 家 打 扫 得 干 净 整 洁 。

今年眼看着又是个好年景。现在我们住的新场

镇也越来越像样了，还有物业管理呢。短短几

年里，我们穷山沟里的贫困户就过上了和城市

居民差不多的生活。往后的日子，我瞅着能更

好，只要加油干，一定行。

——重庆市丰都县三建乡农民廖方柏

（综合本报记者王者、常碧罗、徐驭尧、王锦

涛、贾丰丰、蒋云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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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柑迎来大丰收，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邕宁区新平村脱贫户向启豪打心眼儿里高

兴：“细心呵护 5 年，去年到了丰果期，腰包更鼓

了！”脱贫产业快速发展，新平村金香柑产业园

收益超千万元。

数据线加工生产线落户，江西省定南县鹅

公镇田心村脱贫户郭成连忙个不停：“稳定拿工

资，还能照顾家，幸福感满满。”在定南县，120
多家数据线生产车间带动就业近 4000 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

生活更上一层楼。要持续推动同乡村振兴战略

有机衔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切实维护和

巩固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

去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集中资源、集中力

量、接续奋斗，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数据显示，脱

贫地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截至 2021 年 12 月

底，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达 3145 万人，超年度

目标任务近 126 万人。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预

计超过 1.25 万元，比 2020 年增长 16.5%以上。总

体看，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新的一年，各地区各部门凝心聚力，聚焦重

点群体、重点区域、重点工作，强机制、壮产业、

促就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努力让脱

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重监测、强帮扶——
让脱贫成效更可持续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中央明确设立 5
年过渡期，对脱贫地区、脱贫群众“扶上马送一

程”。2021 年，各地区各部门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确保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

“防贫网遮风挡雨，让我们一家顺利渡过难

关！”去年初，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乔建镇乔

建社区边缘户陆世川检查出重病，住院治疗费

让全家一度陷入困难。支付骤增，拉响防贫警

报，医疗报销、临时救助等一套组合拳及时跟

上，解了陆世川的燃眉之急。“自己花了不到 3
万元，防贫基金又补贴 1.48 万元。”算起帮扶账，

陆世川眼里闪着泪花。

南宁市创新设立“防贫基金”，对因病、因

学、因灾、因意外事故有返贫致贫风险的 4 类对

象摸排并实施精准救助。截至目前，全市共为

616 名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发放 391.63 万元的

精准防贫基金。

聚 焦 重 点 群 体 ，健 全 动 态 监 测 和 帮 扶 机

制。去年以来，脱贫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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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持续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

“守好脱贫攻坚的历史成果，保持对脱贫地

区和脱贫群众的政策不脱节、帮扶不脱钩，就能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说。

“大病不用愁，基本生活有保障，帮扶政策

太暖心了。”江西省于都县年丰村谢南海老人言

语里充满感激。去年 3 月，谢南海因意外摔伤，

生活陷入困难。驻村干部刘称荣入户为他申办

低保和商业保险。

摘帽不摘帮扶，帮扶政策保持连续性。财

政金融、产业就业等系列衔接政策出台，56.3 万

名驻村干部顺利接棒。兜底救助类政策继续保

持稳定，落实医保社保综合保障、教育专项救助

等措施，凡困必帮、有难必救，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兜底保障成果提供重要支撑。

今年，将继续强化倾斜支持政策落实，对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落实好已出

台的支持政策，实现补短板、促发展。

抓产业、促就业——
脱贫群众收入更有保障

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国

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鑫说，坚持以

发 展 促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推 进 乡 村 振

兴。抓住产业、就业两个关键，推动脱贫地区持

续提升帮扶产业规模和质量，积极打造特色优

势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不断带动脱贫人口就业和增收。

产业发展后劲更足，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建仓储设备、修运输轨道，四川省广元市朝

天区两河村脱贫户蔡万强的高山露地蔬菜越长

越好。蔡万强感慨：“蔬菜搭上山地轨道车，2
分钟就能从 300 多米高的山顶滑行到山下，产

业基础实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农技专家到村开展新技术、新品种培训，蔡

万强场场不落，认真学技术，成了村里蔬菜产业

带头人。蔡万强对于未来信心满满：“接下来要

扩规模、打品牌，带着乡亲们一起富！”

发展产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治本之策，

也是乡村振兴的长远之计。各地加强规划引导、

加大资金投入，加快补齐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

促进脱贫产业提档升级。去年全国新增发放脱

贫人口小额信贷 650.4亿元，支持 155.7万户发展

生产。超八成的脱贫县完成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编制，脱贫地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壮大。

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稳“饭碗”，脱贫人口

干活有劲头、生活有奔头。

“家门口有活干，挣钱顾家两不误。”河南省

宁陵县城郊乡胡二庄村脱贫户张艳说。胡二庄

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海军说，资金帮扶、订单帮

助、管理帮带，小车间发挥大作用：“村里购置针

织服装设备 95 台，带动 70 多人就业，年增加集

体收入超百万元。”

数据显示，脱贫人口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

的 六 成 以 上 ，稳 就 业 对 巩 固 脱 贫 成 果 至 关 重

要。去年以来，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稳中有升，

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今年，要加强东西部劳务协作，通过提升帮扶

车间、优化公益岗位等多种方式，促进就地就近

就业，确保外出务工数量稳定在 3000万人以上。

强政策、优服务——
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

2021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国国际农交会产

销对接活动中，一款来自青海省共和县的酸奶

很受欢迎，现场签下了不少订单。

共和县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靠着

精深加工、冷链保鲜，牦牛老酸奶从源头到货

架，走上品质化、品牌化发展道路。”企业负责人

马金秀介绍，产品上线以来，销售一直很火爆。

“支持重点帮扶县，强化政策倾斜、聚焦持

续发展。”张琦说，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多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和西北，绝大部分是

原深度贫困县。各地要利用好国家政策倾斜，

引导社会资源和各方力量，持续支持重点帮扶

县全面发展。

支持政策力度不减。今年要落实好已出台

的支持政策，有计划开展“组团式”教育和医疗

帮扶。用足用好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驻村帮

扶和“万企兴万村”等力量，引导各类资金资源

向重点帮扶县集聚。

稳 得 住 、能 致 富 ，写 好 易 地 搬 迁“ 后 半 篇

文章”。

“小区设施完善，住着很舒心。周边企业

多，收入有保障。”说起新的社区生活，河南省原

阳县黄河滩区搬迁群众夏玉西连连夸赞。走进

同德苑社区，学校、养老和医疗机构一应俱全，

社区周边 1000 米内就有两个帮扶企业，如今她

和 300 多名搬迁群众都在这里找到了活儿干。

“下一步，我们还将通过加大职业技能培

训，促进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创业。”河

南省原阳县委书记刘兵说，优化社区公共服务，

让乡村宜居更宜业。

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后续扶持工作，是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举措。各地强化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搬迁户安置住房不动产

登记全面完成，有劳动力的搬迁户实现每户一

人以上就业。下一步，对易地搬迁安置区，将持

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强产业园区建

设，确保搬迁人口稳得住、能融入。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新的一年，各地区各

部门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同心协力、攻坚克难，推动巩

固脱贫成果上台阶、乡村振兴开新局 , 确保农

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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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生活

更上一层楼。

经过一代代接续努力，以前贫困的人们，现在

也能吃饱肚子、穿暖衣裳，有学上、有房住、有医

保。但是，让大家过上更好生活，我们不能满足于

眼前的成绩。“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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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

续。“脱了贫”不代表“没困难”，“有收入”不代表“没

风险”，脱贫攻坚胜利后不能掉头就走，防范化解返

贫风险这根弦不能松，帮扶易返贫致贫人口这个

重心不能偏。化解返贫风险，要强化机制、动态监

测；解决群众困难，须快速响应、精准帮扶。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早发现、早

干预、早帮扶。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过了一

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不断通过化解难题

开创工作新局面。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的 5年

过渡期，仍要集中资源、集中力量，聚焦重点、聚焦问

题。易地搬迁群众能否“稳得住、能致富”？脱贫乡

村的产业能否抵御市场风险？怎么让群众的增收

路子多起来？怎么提供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

卫服务？……解决问题，没有停歇的脚步，只有奋

进的号角。在付出“史诗般的努力”之后，我们还要

持久用力、接续奋斗，推进产业提档升级、就业提质

增量、农民稳定增收，不断夯实脱贫基础。

我们即将迎来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的第

一个春节。脱贫群众的民生冷暖，脱贫地区的万

家灯火，每一样都牵动人心。习近平总书记说：

“每到群众家中，常会问一问，还有什么困难，父老

乡亲的话我都记在心里。”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

之所盼，我必行之。各级干部以“记在心里”的深

情、以“给老百姓做事”的担当，把遇到的困难解决

好，把既定的目标落实好，就一定能让脱贫群众生

活更上一层楼，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这项工作
要持续抓紧抓好

肖潘潘

■深阅读·特别报道R

■脱贫群众心声R

本版策划：肖潘潘 胡安琪 陈亚楠 郭 玥 本版责编：袁振喜 张佳莹 杨烁壁

版式设计：蔡华伟 数据来源：国家乡村振兴局

■快评R

题图：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毛

坝村，田园秀美。 曾祥辉摄（人民视觉）

图①：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在社区和行政村

建立“儿童之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图为在秧家

村“儿童之家”，大学生志愿者在陪伴孩子骑车。

刘教清摄（影像中国）

图②：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调整产业结构，持

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图为秦家坪村村民在小院

内笑开了花。 张国荣摄（影像中国）

图③：浙江省长兴县父子岭村志愿者开展“精

准帮扶·卖茶助脱贫”直播卖茶活动。

陈海伟摄（影像中国）

图④：在贵州省黔西市锦绣花都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农家书屋，孩子在开心地参与阅读延伸活动。

史开心摄（影像中国）

图⑤：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建设高标准扶贫基

地。图为一名小朋友在新庄镇草莓扶贫基地玩耍。

姜 澎摄（人民视觉）

图⑥：重庆市黔江区阿蓬江镇巩固发展脱贫

产业。图为在当地柑橘丰收节现场，电商主播和

村民在销售柑橘。 杨 敏摄（人民视觉）

底图：保神高速穿山越岭，发达的交通网络助

力当地乡村振兴。 杨 东摄（影像中国）

“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

楼。”近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持续推动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

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切实维护和巩固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

脱贫人口收入持续增长，脱贫地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去年以来，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

固拓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展望未来，各

地区各部门将继续凝心聚力，努力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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