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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监测更灵敏——

数据先行 政策找人

“不是周末，小娃咋还窝在家？”前段时

间，贵州省纳雍县先锋村驻村第一书记周增

扬例行走访脱贫户，进入苏学敏家，习惯性地

往里屋探了探头。

“最近老说喘不上气，跑了 4 家医院，查

出 先 天 性 心 脏 病 ，正 为 这 犯 愁 。”苏 学 敏 很

无奈。

“爱人患有肺结核，他要照顾家，不能外

出打工。这下可能有返贫风险。”周增扬立即

召开群众会，向大伙儿通报情况。经过民主

评议、上报乡里、经县乡村振兴局牵头审定等

程序，苏学敏一家被纳入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对象，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村里帮忙联系医院，一分钱没花，给孩

子做了手术，还给我找了份护林员的工作。”

苏学敏也铆足了劲头，“只要合作社有活儿，

我就抢着干。”

贵州省综合运用农户自主申报、基层干

部排查、部门筛查预警 3 种方式，健全快速发

现和响应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

户以及突发严重困难户，做到早发现、早干

预、早帮扶，防止返贫致贫。

动态监测不仅要“防漏”，还要“防错”。

“陶学光一家，近期就医费用较高，存在

因病致贫风险。”贵州省乡村振兴云平台上，

一条预警线索由纳雍县卫健部门发出，送达

先锋村。周增扬随即召集村干部入户核实。

门口停着轿车，房子宽敞明亮，户主还打

理着自己的生意。一番走访，周增扬松了口

气，“看病的确花了不少，但有一定比例报销，

没有对生活产生明显影响。”

纳雍县依托贵州省乡村振兴云平台，搭

建起行业部门防贫预警数据交换机制，行业

部门发布预警线索后，基层干部入户核实，确

认无误才能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2021 年，平台面向全县发布 1.9 万余条

预警线索，将 17 户纳入监测。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 2021 年 11 月，贵州省低收入人口“防

漏”监测预警系统共监测数据信息 24 万余

条，发出预警信息 6 万余条，及时将新增符合

救助条件的 0.16 万急难群众纳入兜底保障范

围，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

社会救助更高效——

急有所纾 困有所扶

“淤泥冲下来，全涌到窗户上，房子当下

就住不成了。”2021 年 10 月，陕西省汉中市南

郑区汉山街道办汉坪村突发泥石流。村民徐

红艳借宿在朋友家，一筹莫展。

镇里一通电话，让她安了心，“当时我身

无分文，听说可以领救助金，这可是应急钱。”

临时救助与救灾同时启动。“主要难点在

于信息收集。村民们慌乱之中出门，身份证、

银行卡也没顾得上拿。”汉山街道办副主任惠

晓静说。4 名基层干部负责临时救助事务，

借助村里保留的基础信息和扶贫系统数据，

给受灾村民一一打电话核实，街道办逐户确

认，完成救助资料梳理。

一周之内，村里 131 户受灾群众全部落

实了临时救助政策，其中 33 户为脱贫户，5 户

受灾非常严重，被纳入低保。

救助高效源于机制顺畅。目前，陕西省

正构建多层次分类救助体系，根据困难程度

和致困原因，将社会救助划分为低保、特困群

体和低保边缘户、支出型困难群体以及其他

遭遇突发情形的困难群众 3 个救助圈，细化

了基本生活救助、专项救助、急难型救助和社

会帮扶等一系列措施，并指导各地按程序将

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街道），

简化审批流程，提高救助效率。

养老服务公司员工杨勇刚走到巷口，李

少明就在门口挥手招呼。62 岁的李少明家

住汉山街道办杨家坝安置点，身患残疾、无儿

无女，被纳入特困供养保障范围。每个月，杨

勇都会上门服务两三次，量血压、剪头发、擦

灶台、修电灯，清扫完卫生间还会擦干湿滑的

地面。

2020 年 11 月，南郑区民政局通过购买第

三方专业机构服务，试点对 6 个镇移民安

置点的分散特困供养人员提供照护。很

多像杨勇一样的护理员走村入户，成了

“老李们”的知心人。

“目前全省 107 个县区，均已开

展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涵盖

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开展

入 户 调 查 、个 性 化 服 务 等 工

作 。 全 省 所 有 乡 镇（街 道）

建立起临时救助储备金制

度 ，用 于 支 付 小 额 救 助

和 急 难 型 救 助 。 2021
年，全省实施临时救助

71.8 万 人 次 ，支 出 资 金 7
亿元。”陕西省民政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

照护服务更专业——

医护在旁 康养便捷

去年 8 月，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特困

人员养护院医护人员例行查房，年近 80 岁的

任德成老人直呼腹痛，吃了药还不见好。护

士长赵纪平立刻通知本部住院处，在线办理

住院手续。老人不用跑医院，床位也不用挪，

就从养老场景切换到医疗模式，精心治疗几

日后，顺利“出院”了。医疗费用经医保报销

后，剩余部分由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兜底保障。

“以前老人住在镇敬老院，护理不到位，

长 期 卧 病 在 床 ，难 受 ；看 病 治 疗 来 县 里 ，折

腾。”赵纪平说。

为对特困失能、半失能人员进行集中养

护，2018 年五河县建立了特困人员养护院，

由县人民医院运营，根据自理能力和护理级

别，对失能人员分类养护。养护院中，食堂、

洗浴室一应俱全，床头铃、氧气瓶一一配备。

全院 137 张床位中，30 张是医疗床位。“医院

将老年病科直接设在养护院，这儿有 4 名医

生、14 名护士和 10 名护工，一旦需要，能够立

即进入医疗救助状态。”赵纪平介绍。

2020 年，任德成搬进养护院。一日三餐

有人照顾，冬日晴天可以晒晒太阳。“这样的

日子，过去想都不敢想。心情好，生病都少

了。”任德成说。

像任德成这样的特困人员，五河县养护

院里有 80 人。近年来，蚌埠市通过公建民

营、委托管理等方式，建成五河县特困人员养

护院等 12 所县区级特困供养机构，对失能、

半失能特困人员跨乡镇集中供养，以精细化

服务、专业化护理，推进医养结合。县区级特

困供养服务设施总床位 2536 张，其中护理型

床位 1554 张。

安徽省各地市不断强化县乡两级养老机

构对失能、部分失能特困老年人口的兜底保

障，盘活利用敬老院、闲置校舍、老年公寓等，

统筹规划改造，推动医护康养有机融合。截

至 2021 年 12 月，全省农村失能、半失能特困

人员约 4.07 万人，其中集中供养 2.44 万人，占

比近 60%。

各地探索完善监测帮扶机制—

帮扶更有速度 救助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高 炳 游 仪 苏 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

建立数据平台，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政府购买服

务，分层分类实施社会救助；强化兜底保障，提高供养和服务质量……各地积极探索

务实举措，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努力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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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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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3 月，江苏省灌南县百禄镇团委

工作人员来桥东村走访，发现独自在房间

发呆的孙中元有心事的模样。

“怎么了？有什么烦心事吗？”“我想要

一间温馨的小屋，摆下一张书桌，安放一张

小床……”孙中元声音很轻。

孙中元今年 16 岁，小时父母离异，跟

随父亲生活，一度很困苦。 2019 年，孙中

元家成功脱贫，生活有了希望。可没过多

久，父亲查出肝癌晚期，不到两个月便撒手

人寰。家中失去了唯一的劳动力，孙中元

与年迈患病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花样年华的少

年变得寡言少语，常常一个人发呆。

村党支部将情况上报后，县民政部门

工作人员上门给孙中元一家办理低保；在

县农业农村局协调下，爷爷被纳入县公益

性岗位救助项目帮扶对象，参与一些低强

度工作，每年有 2800 多元补助；借助村委

会牵线搭桥，奶奶也在村里奶牛场做起了

临时工，工作轻松，一天能挣 100 多元。

2021 年，县农业农村局将孙中元一家

纳入“防贫保”项目救助对象，如果因病住

院自付费用超过 3000 元，救助金额最高可

达 20 万元；有 3000 元的国家助学金、县里

发放的 3000 元教育特别救助金和学校提

供的 1600 元学费减免，孙中元的教育支出

也有了着落。

就连孙中元对“温馨的小屋”的愿望，

也在短短十几天后成为现实。天蓝色的墙

壁，结实的实木床，小巧玲珑的台灯照亮书

桌，青翠欲滴的绿植装点窗台……推开房

门，孙中元惊喜不已。

在百禄镇团委协调下，孙中元被列入

灌南县“梦想改造”关爱计划，县里将孙中

元的小卧房改造装修，配备了全新家具。

“‘梦想小屋’不只是物理空间，更是精

神港湾。依托‘梦想小屋’，灌南县组建了

‘1+3’模式的帮扶团队，即 1 名团干部、1
名少先队辅导员、1 个志愿服务或心理关

爱类社会组织，共同与 1 名关爱对象结对，

定期走访交流。”共青团灌南县委员会书记

孙争妍介绍。

与上门走访的心理辅导师交谈渐渐深

入后，孙中元的话变多了，笑容多了，学习

成绩也有了进步。这些变化，爷爷奶奶看

在眼里，喜在心里。“帮扶真是面面俱到，咱

们日子会越来越好。”老人说。

一间梦想小屋 多份温馨呵护
本报记者 王伟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对 易 返 贫 致 贫

人口要加强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

帮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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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要看到，部分脱

贫群众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巩固脱贫成果

的劲头不能松懈。

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对农村低收入人

口开展动态监测，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

人”；分层分类实施社会救助，做到精准识

别、应救尽救；发挥专项救助、临时救助等机

制作用，做到凡困必帮、有难必救；政府购买

服务，使更加多元的访视照料服务进入群众

生活……各地积极探索，加快健全防止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以保障救急难，以实

效暖人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需要我们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

具体的工作抓起，扶弱济困，兜住底线。多做

雪中送炭的工作，才能让脱贫群众的日子越过

越踏实，让脱贫基础更

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
张佳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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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闲 识 得 东

风面，万紫千红总

是春”，这是生命繁

衍的律动。“来而不

可失者，时也；蹈而

不可失者，机也”，

这是人类奋进的主动。时间是形塑一

切的土壤，同时又是一种最特殊的资

源。“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时间稍

纵即逝，除了把时间精准度量、充分利

用起来，再没有其他挽回的方式。“一寸

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买

不到也租不来，惜时如金就是增进财富

储量，因时制宜就是掌控发展变量，分

秒必争就是创造价值增量。

向时间要效率，时间必会给出最

好的答案。有这样两个关于武汉体育

中心的画面：当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武汉体育中心化身方舱医院，患者

卧床静修，等待健康体魄的苏醒；短短

几个月后，方舱医院不见了，一场公益

篮球赛火爆上演，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这是“英雄之城”武汉迅速摆脱疫

情困扰的生动见证。按照党中央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

署，各地都在奋力“抢”回因为疫情失

去的时间，不仅折射出显著的制度优

势和治理效能，也从一个侧面见证掌

控时间、驾驭变局的中国智慧。

时间有价值，但时间本身无法增

值。有“一万小时定律”，从平凡到卓越

需经历一万小时的锤炼；也有关于“一

万小时定律”的反例，看似忙忙碌碌，到

头来却一事无成。怎么让时间成为成功者的“加持”，取决于

对待时间的态度。“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

作的精力”，合理配置时间资源才能实现效果最优。“日事日

毕，日清日高”，目标管理、敲钟问响方能积小胜为大胜。“不违

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尊重规律、少走弯路其实也是善用时

间。张弛有度、轻重分明、取舍果断，都是驾驭时间的妙招。

马克思说，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战术上

的忙碌，从来都需要以战略上的谋划为支撑。应急物资储备

“宁可备而不用”，为的是应对变幻莫测的风险考验。化解看

病难、打车难、停车难，挽回了时间损耗，增进了民生福祉。

绿色发展、低碳生活，少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也就腾挪

出宝贵的发展空间。让无序变有序，让不便变方便，让低效

变智能，让杂乱变规范，都可以赋予时间以文明价值和进步

意义。掌握了变革之道、进取之法，就掌握了驱动时间资源

的法宝。

时间中蕴藏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但不是每一种

争分夺秒都算得上利用时间的“最优解”。弦总紧绷会断，

车总快开容易失控，积劳容易成疾。急躁冒进、好大喜功、

违背科学，实际上是对时间资源的任性挥霍。不久前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正确政绩观”做了强调，要求“坚决防止简单化、乱作

为，坚决反对不担当、不作为”。分辨清实绩与虚功、苦干实

干与蛮干乱为的差别，时间才会站到自己这一边。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是对未来最好的宣示。习近平主席

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中强调：“我们唯有踔厉奋发、笃行

不怠，方能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珍惜、善用时间

资源，才能浇灌梦想花开，眺望硕果累累。让汗水镌刻大

地，时间必会绽放璀璨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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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甜！”刚熬的红糖，还冒着热气呢。抿一小口，村民

吕世法笑得合不拢嘴。

多年没熬糖了，如今再拿起一米长的锅铲，65 岁的古法熬

糖传承人吕世法更卖力了。锅铲翻动，搅得空气也甜丝丝的。

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后溪镇泉井边村，种甘蔗的历史

有 400 多年。可惜前些年品种杂、品质低、规模小，一直没啥

收益。年轻人看不上，撂了地，进了城。吕世法这样的老把

式，也荒了手艺。

村里没产业，村民没事干，村子难发展。 2020 年末，经

区、镇干部谋划，村里决心求变，力邀在外做百货批发生意的

老党员刘三富回村。“一人富，不算能耐。若能带领乡亲们一

起富，既响应党中央‘共富’号召，尽一名党员责任，也回馈了

乡里。”思索再三，刘三富回村了。

被选为村支书后，刘三富一番考察，还是决定种甘蔗——

将撂荒的村集体地块收回，统一种植优质品种甘蔗，统一包装

营销，“一句话，靠规模赢利润、向品质要效益”。

很快，甘蔗林种了起来。到了 2021 年 11 月末，甘蔗成

熟。甘蔗地郁郁葱葱，站在车上踮脚望，一眼看不到边。走近

再瞧，根根甘蔗足有两人高。收成如何？刘三富细算经济账：

每亩糖蔗可产红糖近千斤，每斤可卖 20 元。果蔗一根 10 元，

每亩可收入 6 万元。

砍甘蔗、捆甘蔗、装甘蔗……村民们干活劲头十足。倒是

刘三富赶紧跑来提醒：“别把甘蔗全收了！”

这是为何？村民们直起腰，停下刀。

刘三富道：“前几天，我和旅游公司谈了合作，周末有一批

学生来村里搞研学旅游。收甘蔗的农活，他们想体验。”

到了 12 月，村里可热闹了。每个周末，都有一队队的学

生来到村里研学。采甘蔗、画甘蔗、作坊学榨糖……学生们忙

得不亦乐乎。有不少单位也组团来村里搞起团建活动，村里

靠旅游赚了不少。

更多的收益还在“蔗礼工坊”，这是村里自建的榨糖厂。

一捆捆甘蔗进厂，村里的熬糖师傅现榨现熬。这边还在生产，

红糖的包装袋已做好，销售渠道也已找到。干了快 20 年百货

销售的刘三富熟门熟路：“我们会对红糖品牌统一经营、管理、

销售。”现在，红糖已售卖了两万多斤！

甘蔗从种到收，再到制作、物流，村民都是主力。村干部

也找到了更多致富门路。村委会副主任郑婷婷介绍：前不久，

村里还成立蔗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收益归村集体。村里去

年已推出了土红糖、甘蔗酒，今年还会有酒糟鸡、甘蔗牛（吃甘

蔗的牛）。

走访泉井边村，但见干部致富有门路，村民干事劲头足，

如今日子像甘蔗一般，真甜！

泉井边村 甘蔗真甜
本报记者 方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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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在 福 建 省

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

“村童妈妈聚乐部”志

愿服务站，志愿者张

洁在教小朋友唱歌。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左图：近 日 ，安 徽 省 当 涂 县 五 彩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与空巢

老人一起贴年画，为老人家增添节日

喜庆气氛。 欧宗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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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日前，

新疆博湖县纪委监

委联合多部门，走进

居民家现场查看冬季

供暖等情况，保障群众

温暖过冬。

年 磊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