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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措施
更加完善，推进乡村振兴有关
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记者：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两年多

以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进展如何？

刘焕鑫：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设立 5 年过

渡期、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重大决策。过渡期以来，国家

乡村振兴局会同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成果得到

进一步巩固拓展，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的底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政策措施更加完善，推进乡村振兴

有关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脱贫地区群众和脱贫人口收入保持较快

增长。2021 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4051 元、同比增长 11.6%，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 12550 元、同比增长 16.9%，增速均

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5%的

均值。2022 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5111 元、同比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

纯收入 14342 元、同比增长 14.3%，增速分别

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1.2
个和 8 个百分点。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实现应纳尽纳应帮尽

帮。持续健全并运行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机制，将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

识别为监测对象，逐户逐人落实针对性帮扶

措施。截至 3 月底，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中，超

过 65%已消除返贫风险，其余均落实了帮扶

措施。教育、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问题

保持动态清零。

脱 贫 地 区 就 业 和 产 业 支 撑 能 力 不 断 增

强。2021 年、2022 年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

模均超过 3000 万人。 2022 年中央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5%以上用于支持产

业发展，选派产业顾问组，支持发展高质量庭

院经济，实施消费帮扶行动，加快产地仓储保

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重点区域发展基础不断夯实。西部 10 个

省 区 市 确 定 160 个 国 家 乡 村 振 兴 重 点 帮 扶

县。国家乡村振兴局会同中央有关单位和部

门出台 14 个方面倾斜支持政策，选派科技特

派团，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

扶 ，动 员 3779 家 民 营 企 业 、274 家 社 会 组 织

（含全国性社会组织、东部省份社会组织）结

对帮扶，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项目。强化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安置点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实现有劳动力的搬迁家庭一

户一人以上就业。

有效衔接政策不断完善。对财政、金融、

土地、科技、人才、驻村帮扶等脱贫攻坚期间

的帮扶政策采取延续、优化等方式分类处理，

国家层面研究出台了一批过渡期衔接政策。

2023 年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规 模 达 1750 亿

元，比上年增加 100 亿元。每年开展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

估，开展约谈和挂牌督办，树牢实效导向。

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启动“百

校联百县兴千村”行动和乡村工匠培育计划，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国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超过 73%，90%以上的自然村生活垃

圾得到收运处理，95%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

动。大力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等治理

方式，开展高价彩礼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各地深刻领会中央设立
5年过渡期的战略考量，探索
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
机制和经验做法

记者：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各地都有哪些好经验

好做法？

刘焕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

村振兴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各地深刻

领会中央设立 5 年过渡期的战略考量，探索积

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经验做法，

为做好下一步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持续健全并运行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机制。河北省按照“早、宽、简、实”的四

字要求，及早发现干预，健全预警机制；放宽

认定条件，力求能纳多纳；简化程序手续，快

速识别纳入；实化帮扶举措，务求精准施策；

确保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坚决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

围绕促进脱贫群众增收抓好产业和就业

帮扶。云南省以农业产业提档升级增收一

批，推动劳动力技能提升转移就业增收一批

等“六个一批”为抓手，实施脱贫人口持续增

收三年行动，出台促增收 9 条措施和稳就业 8
条措施，去年脱贫群众人均纯收入实现较快

增长。

倾斜支持重点地区重点群体。四川省统

筹政策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布局和资源要素

支撑，全省 25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驶

上“快车道”，去年脱贫户人均纯收入增速超

过全省农村平均水平。

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北京“组团式”

教育医疗帮扶内蒙古，北京 358 所学校与内

蒙 古 468 所 学 校 建 立 结 对 帮 扶 关 系 ，“ 飞 象

双 师 素 质 课 堂 ”入 选 全 球 减 贫 案 例 ；北 京

276 家 医 院 结 对 帮 扶 内 蒙 古 315 家 医 院 ，输

出 医 疗 卫 生 技 术 414 项 ，培 训 骨 干 医 生 2.5
万 人 次 ，帮 助 17 家 旗 县 医 院 成 功 创 建“ 二

甲”综合医院。

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庆

融合推进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出台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标准，今年示范创建 107
个村，2027 年将达 1000 个村。深化推广积分

制，深化运用清单制，探索推行院落制，大力

推进数字化，创新乡村治理新平台新机制新

手段，提升乡村善治水平。

克服困难挑战，推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
全面振兴见实效

记者：今年是 5 年过渡期的第三年，下一

步如何高质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

推进乡村振兴？

刘焕鑫：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在充分

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仍然面临不少

问题和挑战。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

振兴局将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增强

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牢牢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发

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

持续压紧压实责任。进一步完善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体制，较

真碰硬开展考核评估，推动各级各部门抓好

责任、政策、工作落实。

持续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拓展

监测渠道，加强政策宣传，开展集中排查，做

到 不 漏 一 户 一 人 。 强 化 分 类 帮 扶 、精 准 施

策。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持续巩固提升“三

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

持续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强化帮扶产

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全产业链开发，扎实推进

产业顾问组技术服务，健全并落实联农带农

益农机制，提升产业帮扶项目带动发展、促进

增收的能力。深化劳务协作，促进就地就近

就业，提升脱贫群众技能素质，确保脱贫群众

务工就业规模继续稳定在 3000 万人以上。

持续稳定和完善帮扶政策。规范和强化

衔接资金项目管理，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提升

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深入推进乡村工匠培

育工作，启动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和

脱贫地区乡村振兴人才回引行动。深化东西

部协作，优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结对关系，派

强用好挂职帮扶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持续抓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围绕

逐步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深入落

实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加快村庄规划编

制，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整治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扩大积分制、清单制等覆盖

面，推广“党建+网格化+数字化”乡村治理模

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深入开展农村移风

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推动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高质量发展
—访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

本报记者 顾仲阳

核心阅读

脱贫地区群众和脱贫人
口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脱贫地
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
增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
加深入……脱贫攻坚战取得
全面胜利后，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增
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
发展动力，扎实推进乡村发
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推
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
台阶、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

一早，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

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孔当村村民杨时平

开着新能源汽车出了门，直奔乡卫生院——

卫 生 院 门 口 有 3 个 充 电 桩 ，旁 边 还 有 早 餐

店。充电、早餐两不误，杨时平心情不错。

独龙江乡位于贡山县的峡谷之中，从过

去的道路不通到通了隧道、修起公路。交通

便利了，不少人有了买车打算。杨时平相中

了新能源汽车，买车容易，但充电咋解决？

南方电网公司人员在实地走访中，得知

了群众的需求。依托去年 5 月投产的独龙江

乡 35 千伏联网工程，在乡卫生院前建设了 3
个充电桩。“这下不仅我们能用上新能源汽

车，游客也能开车进来了。”杨时平说。

从前，独龙江乡只依靠两座小水电作为

电源点，别说装充电桩，稳定供电都是难题。

去年正式接通电网主网，10 倍于原独立电网

的供电能力，不仅可以为新能源汽车充电，也

为产业发展蓄力。

“大电网是我扩大养殖规模的底气。”大

电网投产后不足一月，贡山县山牧农业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人李永亮就将养殖场开进了独

龙江乡，眼下，他正忙着进一步扩大养殖规

模。获益的还有林下种植：以往要么趁晴天

抓紧晾晒农产品，要么拉到县城才能烘干，如

今烘干机上线运营，羊肚菌、草果、灵芝初加

工更加从容。

2022 年，独龙江乡用电量达 668.15 万千

瓦时，同比增长了 24.5%。“这两年，大功率用

电申请越来越多了！”独龙江供电所所长刘江

雄说。

捏着叶脉芽尖，轻轻一扭，

红艳艳的枸杞果就被摘下来，

阳光热烈，宁夏回族自治区中

卫市中宁县太阳梁乡的枸杞种

植基地里也一片火热。头茬枸

杞挂满枝头，如红玛瑙般点缀

在绿叶中，长势喜人，杞农们裹

着头巾，在田间采摘不停。

“ 我 们 开 工 都 在 晨 初 午

前 ，凌 晨 5 点 就 要 开 始 忙 碌 。

这样纯手工采撷，是为了能够

选择色泽最透亮的鲜果，最大

程 度 确 保 枸 杞 的 新 鲜 度 。”太

阳 梁 乡 南 塘 村 的 杞 农 靳 志 娟

说 ，“ 现 在 月 工 资 最 高 能 领 到

4000 多 元 ，家 里 新 盖 了 大 瓦

房 ，存 款 在 增 加 ，日 子 忙 碌 又

踏实！”

“我们乡移民群众多，曾经

人均耕地不足 1 亩，没有规模

化产业基地，‘一亩三分地’就

是全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太阳

梁乡乡长张谨轩介绍，这几年，

乡里建成集约化、标准化枸杞

基地 6000 亩，还建立枸杞加工

帮扶车间。“产业兴盛，助力群

众增收，基地年带动劳动力稳

定就业 100 余人，采摘高峰期

每 天 能 够 带 动 就 近 就 业 2000
余人。”

目前，中宁县枸杞种植面

积达 18 万亩，农民来自枸杞产

业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000 元。枸杞产业成为中宁县最

具特色的富民产业，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3 以上，产

业综合产值 130 亿元。

“种植枸杞不仅带来了就业和赚钱的机会，还改变了我

们这里的环境。”靳志娟说，10 年前，南塘村还是无人居住

的沙碱地，如今，这里变成了生态绿洲，绿树红果间，野鸡在

林下漫步，野鸭在池间戏水，林草覆盖面积 90%以上。“大家

都说，现在每天都像在花园里劳作。”

一 颗 小 小 的 红 色 枸 杞 ，是 中 宁 面 向 外 界 的“ 红 色 名

片”。如何让这张名片更红、更亮？近几年，中宁县从枸

杞的种植、研发、销售抓起，以科技赋能做大做强中宁枸

杞产业。

在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的枸杞原浆生产车间

里，工人正擦拭着巨大的灌装罐，为即将到来的生产旺季做

准备。“生产枸杞原浆，拼的就是时间。”企业负责人王方舟

介绍，从枸杞鲜果的采摘、运输，再到打碎、灌装，全程不超

过 4 个小时。

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附加值的巨大提升。“以前做枸杞

干果时，公司年销售额只有几千万元。”王方舟说。将鲜果

制成原浆，生产过程比干果简单，价格却是同等数量干果的

3 倍左右，新的枸杞产品拥有即开即饮、方便快捷的新特

性，在年轻人群体中大受欢迎。“传统的枸杞要加上创新元

素才能碰撞出火花。抓住年轻人的实际需求后，去年公司

销售额达到 1.5 亿元。”

近年来，中宁深研产品开发和品牌建设，不仅生产出枸

杞果酒、枸杞籽油、枸杞花蜜、枸杞芽茶等十大类 100 余种

枸杞精深加工产品，着力打造中宁枸杞健康食品高端制造

体系，更培育出科技型企业 16 家，拥有自主专利 80 多项，全

县枸杞加工转化率达 35%。

如今，生产工艺的进步，也催生出“枸杞工业游”这一新

生事物。事实上，除了工厂，中宁县还建设了枸杞展示中

心、枸杞主题公园、枸杞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等枸杞旅游休

闲项目。打造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构筑文旅融合发展体

系，成为枸杞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精巧别致的枸杞盆景、古韵盎然的枸杞根雕……宁夏

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的中宁枸杞展览馆里，迎来不少外

地游客。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游览者不仅可以透过玻璃参

观现代化的分拣车间、智造车间、灌装车间，更能实地体验

中宁 600 多年的枸杞栽种历史。

“中宁有规模庞大、富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产业旅游资

源，当工业遇上旅游，一定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中卫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宁县委书记何建勃说，“中宁将深入

挖掘文化元素，推进旅游与文化、农业、服务业等融合发

展。未来，吃枸杞宴、品枸杞茶、喝枸杞酒、讲述枸杞带来的

红火日子，将成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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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江乡开进了新能源汽车
杨文明 蔡艺彤

①① ③③

②②

本版责编：沈 寅 白之羽 林子夜

本报合肥 7 月 3 日电 （记者吴焰、韩俊杰）3 日上午，

安徽 2023 年全省第三批重大项目开工，三季度共计划开工

项目 1126 个，总投资 6900.1 亿元，其中 50 亿—100 亿元项目

22 个，100 亿元以上项目 8 个。

分行业看，此次计划开工制造业项目 776 个，年度计划

投 资 891.9 亿 元 ，占 第 三 批 开 工 项 目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的

67.5%。此外，还有 185 个基础设施项目和 165 个民生及其

他领域项目，分别占第三批开工项目年度计划投资的 19%
和 13.5%。

安徽今年第三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北京 7月 3日电 （记者林丽鹂）为落实《促进个体

工商户发展条例》，提升个体工商户发展质量，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日前启动以“精准服务、优化环境、提升质量”为主题

的第二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工作在各部门、各地区共同努力

下，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个体工商户各项经营指标复苏

迹象明显，但生存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促进个体工商户发

展仍需在政策知晓度和精准性上提高水平。要按照“服务

月”活动方案要求，突出《条例》宣传贯彻，营造良好氛围；突

出发展质量，破解难点问题；突出就业创业导向，缓解用工

供求矛盾；突出党建引领，凝聚人心力量；突出广泛参与，加

强组织领导。

第二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启动

7 月 3 日上午，汕头国际纺织城开工仪式

在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举行，来自浙江义乌、

福建长乐等地多个产业集群的企业、市场代

表 450 人在此研讨纺织服装产业如何走高质

量发展之路。

汕 头 国 际 纺 织 城 总 规 划 用 地 面 积 5000
亩，项目计划总投资 305 亿元，包括纺织工业

园区和全球纺织品采购中心两大工程，采取

分批供地分批建设模式，首期动工建设 2000
亩，将打造一城、一个中心、一园多区的空间

布局。

据介绍，汕头国际纺织城全球纺织品采

购中心和纺织工业园区的建设投用，将进一

步推动产业集聚、产销贯通，打造集生产制

造、产业服务、采购交易、智慧物流为一体的

新型产业载体和完善的产业链条。汕头市

委、市政府表示，将把汕头国际纺织城打造

成现代化、高端化、国际化的纺织服装产业

基地。

以汕头国际纺织城开工建设为契机，汕

头将加快推进纺织服装“四大工程”建设，大

力引进一批高水平补链、强链、固链项目，加

强与相关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促进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同时，为加快推动纺织服装产

业做大做强，汕头出台了政策措施，在项目建

设、税收奖励、融资贷款、要素保障上提供真

金白银、实实在在的扶持，助推企业做大做

强、产业提档升级，并致力于把汕头国际纺织

城打造成全国乃至全球纺织品“生产+销售”

的重要基地。

近两年，在全国纺织服装产业相对低迷

的情况下，汕头市委、市政府积极谋划，提出

“工业立市、产业强市”战略，引导纺织服装业

加大投资。2023 年 1—5 月，汕头纺织服装规

上工业企业增加到 791 家，增长 5.5%，规上工

业产值 534 亿元，增长 9.1%；规上工业增加值

115 亿元，增长 8.7%。

企业也在产业补链、强链、延链中主动作

为，一些龙头企业在强化汕头本地产业链的

同时，加速往上下游发展。

从上游的锦纶原料，到中游的织造、染

整，再到下游生产销售与全球贴身衣物电商

供应链，汕头纺织产业集群拥有完整的产业

链优势，其供应链反应速度和成本优势进一

步稳住了集群各环节企业，并促进其加速投

资扩产。而随着汕头国际纺织城与多个补

链项目的建设，汕头纺织的优势将得到进一

步加强。

引进高水平补链、强链、固链项目

广东汕头推动纺织服装产业做大做强
本报记者 李 刚

图①：独 龙 江

乡 35 千 伏 联 网 工

程线路。

图②：新 能 源

汽车驶过当地的跨

江大桥。

图③：当 地 群

众在用充电桩为新

能源汽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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