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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家有返贫风险，
第一时间掌握

“现在的收入不比出去打工少，还不
耽误照看孩子。”谈到如今的生活，铜仁
市江口县凯德街道黑岩村村民杨再平有
许多话想说。

杨再平今年 53岁，夫妇俩此前常年
在外务工，家里 4 个孩子上学，日子过
得紧巴巴。2018 年，大女儿突发疾病，
全家顿时陷入困境。

杨家原是当地小康之家，但因突发
变故收入骤减、支出骤增。这样的家
庭，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如何精准监
测预警，及时作出反应，防止非贫家庭
和已脱贫家庭返贫？

第一步就是确定监测对象。铜仁防贫
预警监测机制聚焦三类人群：已脱贫不稳
定户、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 1.5 倍的边
缘易致贫户、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
或支出骤增户，采取“群众申请、入户调
查、部门比对、村民小组评议、村民代表审
议、村级公示、乡镇复核、县级备案”的程
序进行识别，通过驻村工作队和网格员实
现监测对象全覆盖。

“变故发生时，多耽搁一天就多一分
返贫风险。试想，这边已经病重住院、
等着缴费，那边还要申请、评议、投
票、公示……哪还等得起呢？”江口县县
委书记杨华祥的话道出了防贫预警监测

“反应快、能救急”的必要性。
如何让群众尽快拿到救急钱、救命

钱？江口县对监测程序进行了简化。“在
村里，谁家过得‘老火’（当地方言，指
家庭困难、收不抵支），大家一目了然，
心里有数。”黑岩村扶贫干部介绍，简易
程序省去了评议、审议等耗时较多的环
节，现场核实后，只要符合条件，立即
启动动态帮扶，“一户一策”制定防贫方
案。“部门或村组干部发出预警，驻村工
作队直接入户调查，经过乡镇审定、县
级备案，三五天内就能完成认定。”江口
县扶贫办主任王天华说。

上学要交费，有教育局监测；看病
贵不贵，医疗保障局有本账；低保金是
否发到位，民政局来兜底；护林员岗位
工资入账，自然资源局即时更新……对
于监测对象情况，当地实行监测台账动
态管理，全部数据联网，扶贫干部从手
机就能登录系统，掌握监测户收支状
况。系统监测，部门预警，备案及时，
信息共享，一旦大额支出等因素产生的
返贫致贫风险出现时，预警会第一时间
发出。

“成为监测户后，民政部门第一时间
就给我安排了低保，教育部门免除了孩
子们在校期间的所有费用，女儿看病自
费部分也由政府负担。”如今的杨再平，

经村里介绍在县城开上了出租车，每月
能挣四五千元。妻子在红心猕猴桃产业
园护理果树，每月也有千把块收入。

三重防线，避免监
测户滑向贫困

预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后续帮
扶铺路，实现精准发力。为此，铜仁市
建立起 “三重防线”，让监测户在得到

“救急钱”后，还能获得稳定收入来源。
第一重防线，整合、用足现有脱贫

政策，通过产业扶贫、就业培训、创业
支持、医疗救助、教育资助、住房保
障、民政救助等资源，防止监测户致贫
返贫。

江口县德旺乡净河村的杨爱军，与
妻子及岳母共同生活，育有两个孩子。
原本日子过得还不错，但 2019 年 3 月，
妻子刘前会确诊为癌症，需长期化疗，
丈夫为照顾妻子停止外出打工，一家五
口有返贫之虞。发现刘前会医疗费用自
付部分过大，卫生部门发出预警，杨家
被纳为监测对象。

经过低保评议后，杨家被民政部门
纳入民政重点保障对象，杨爱军还被安
排在护林员岗位工作，每年有万余元收
入，加上入股领取扶贫产业收益分红，
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有了保证。

公益资源构成了防致贫返贫的第二
重保障。公益资源能够补足政策空白
点，破解财政资金难以投向非贫对象的
诸多障碍。刘前会患病后，驻村工作队
帮助他从社会公益力量筹集善款 2 万余
元，解决了治疗自付费用。

政策资源、公益资源都力有未逮怎
么办？县、乡、村三级防贫救助资金池
构筑起防致贫返贫的第三重保障。

黑岩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李月明一家

人本已脱贫，但妻子周树英罹患髋关节
结核病，治疗过程中产生了大笔自付费
用。为防止李月明一家因病返贫，防贫
救助资金池为其拨出 1 万余元补助医疗
费，加上低保金、公益捐款、村集体经
济分红、民政临时救助等项收入，解了
燃眉之急。

筑牢防线，离不开稳定的现金流。
在铜仁，从农业基地、各种产业园到旅
游景点，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村集体经济+基地+农户”等组织模式
下，土地、劳动、资金等要素充分涌
流，为有致贫返贫风险的群众提供了稳
定收入。“土地入市有租金，就业入企拿
薪金，资金入股分股金。”万山区扶贫开
发办公室主任王尧说，这三“金”是全
方位保障监测户不返贫、能增收的关键。

“政策、公益、防贫救助三道防线，实
现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结合。特别是
对因病、因残、因灾等意外变故返贫致贫
的家庭，及时落实相关救助政策、提供就
业机会、保障其基本生活，非常重要。”国
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说。

有产业有就业，稳
定脱贫有底气

建立起防致贫返贫的长效机制，根
本上还是要靠自我造血功能的提升。

“增收也好，防返贫也好，归根结底
要靠产业。”铜仁市万山区区委副书记王
春介绍，万山区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
走出了一条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
型的路子。

在昔日汞矿区原址上，一座主打工
业怀旧风的主题小镇“朱砂古镇”涅槃
重生，从前破败的职工宿舍区成了步行
街，锈迹斑斑的厂房焕然一新，曾堆满
矿渣的巨大矿坑里绿意盎然，被彩灯装

点起来的废弃矿洞里游人如织……2019
年，万山区朱砂古镇接待游客 220 万人
次，实现景区收入1.4亿元，数百位矿区
居民和贫困户在景区就业、开店、经营
观光车、入股领取分红，把废矿区变成
了聚宝盆。

铜仁市还实施“留雁行动”，推进就
业扶持，引导重点人群就近就业，实现
了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户、易致贫边
缘户“三类人群”每个有劳动力家庭至
少1人就业创业。

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飞出去的
“大雁”还会飞回来。在万山区旺家花园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数据标注公司、
服装厂、苏绣工坊等一座座“扶贫微工
厂”建立起来，幼儿园、中小学一应俱
全，熙熙攘攘的文化娱乐金街为搬迁群
众提供了 5000余个就业岗位，让搬迁群
众“楼上安居、楼下乐业”。

在外务工两年后返乡的安永军就是
一只“归雁”。25岁的他来自思南县一个
易地扶贫搬迁户家庭，曾面临因学致贫
的风险，如今已和姐姐一起搬进旺家花
园，成了全国最早一批拿到数据标注师
上岗证的人。每天，姐弟俩离家步行 2
分钟，就可以到达扶贫微工厂内的大数
据标注公司上班，一天收入300余元。

万山区黄道乡的杨元桃，是当地产
业扶贫的“领头雁”。铜仁山多地少，
光照条件差，发展蔬菜种植缺技术、缺
设施。2015 年，她回乡从事蔬菜种植，
建立起大棚蔬菜基地，引进来自山东寿
光的种植技术，带动了 200 多户贫困群
众就业增收，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

“菜姐”。
筑好巢，有雁栖。“铜仁市把产业帮

扶、就业帮扶、综合保障、扶志扶智等
帮扶措施结合起来，这样的经验、做法
值得总结推广。”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
人表示。

“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重要。”采访中，铜
仁市各级干部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经过数年的艰苦攻坚，在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之
后，当地干部群众更加清醒：贫困户脱贫、贫困地
区摘帽，并不意味着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而是新征程的起点。

防止返贫，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扶贫攻坚的重
要任务。从铜仁市的实践来看，把功夫下在前面，

提前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建立可靠的防止返贫监
测和帮扶机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在铜仁市，记者走访了大山里的农业基地、容
纳了大量监测户就业的产业园、由废弃厂矿改造的
旅游景点。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服务业，政
府、社会等多种力量不仅授群众以鱼，也授群众以
渔，为有劳动能力、有发展产业条件的监测对象提
供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广阔舞台。

保障政策及时到位、救助措施快速响应、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丰沛的“及时雨”，让无劳动能
力和因病、因残、因灾等意外变故返贫致贫的家
庭，也都“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灾有
所赈。”

事前预防与事后帮扶相结合、开发式扶贫与保障
式措施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外部帮
扶与群众主体相结合的
监测和帮扶机制，织牢
了一张防止返贫和新发
致贫的“安全网”，也将
为高质量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坚强助力！

38 岁的付天明就
职于四川成都市某妇
幼保健院优生学科及
产前筛查中心。他在
工作中发现，一些妇
产科医生的出生缺陷
防控知识欠缺，很多
患者因投医无门而选
择终止妊娠。在传统
的妇产科工作近 7 年
后，他开始专职投身
于出生缺陷防控咨询
这个全新的领域。

出 生 缺 陷 防 控 ，
或许听着陌生。但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等部门今年推出的
一批新职业当中，出
生缺陷防控咨询师就
名列其中。这一新职
业在社会中发挥怎样
的作用？有哪些特征？

近期，人 社 部 发
布出生缺陷防控咨询
师就业景气现状分析
报告，报告指出，目
前 已 知 的 出 生 缺 陷
超 过 8000 种 ， 基 因
突 变 等 遗 传 因 素 和
环 境 因 素 均 可 导 致
出生缺陷发生。据估
算，中国出生缺陷总
发生率约 5.6%。出生
缺陷严重影响儿童的
生存和生活质量，给
患儿及其家庭带来巨
大 痛 苦 和 经 济 负 担 。
出 生 缺 陷 防 控 咨 询
师，就是从事出生缺
陷 防 控 宣 传 、 教 育 、
咨询、指导以及提供
出生缺陷发生风险的
循 证 信 息 、 遗 传 咨
询 、 解 决 方 案 建 议 、
防控管理服务及康复
咨询的人员。

数据显示，中国
每年约 1500 万新生儿
出生，计划怀孕夫妇
约 1279 万。按照家庭
的咨询需求，全国各
级政府机构、妇产医
院、儿童医院、专业
公共卫生等机构，均
应至少配备 1-2 名出
生缺陷防控咨询师。

“出生缺陷防控咨
询师的设立满足了新
形势下出生缺陷防控
新的要求，加强了预防层面的网络、机构、人力资源建
设，普及了防控知识，提升了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主任朱军说。

虽然是新职业，但实践中，多年来已积累了一
批出生缺陷防控相关从业人员。来自云南的王瑞红
就已从事出生缺陷防控工作30余年。30年间，她走
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数百次下基层到各州、市、
县、乡、村，培训医务人员、举办生育健康科普讲
座，为更多人带去出生缺陷防控科普知识和产前诊
断技术相关专业的技术培训。

整体来看，从业人群有何特征？报告显示，目
前 41.02%的出生缺陷防控咨询师年龄集中在 31-40
岁，在问卷受访者中占比最高；本科学历最多，占
比为 46.50%；从单位性质来看，专业医疗机构中的
出生缺陷防控咨询师最多，占比67.23%。

不过，当下行业专业人才仍有较大缺口。
报告预计，未来5年出生缺陷防控咨询师的需求

量约为100万。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文件，明确
要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健康。同
时，各地也越来越重视出生缺陷防控工作，如湖南
省出台了《湖南省出生缺陷防治办法》，甘肃省等省
份出生缺陷防治办法在陆续出台中。

“当前急需一批经专业培训、有素养的出生缺陷
防控咨询师，从事出生缺陷防控的宣传、教育、咨
询、指导工作。开展出生缺陷防控工作，这将对我
国出生缺陷的防控发挥重要作用。”从事出生缺陷防
控研究50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溢滔说。

专职出生缺陷防控咨询工作后，付天明帮助提
高了居民的优生优育水平，自己也收获了事业的成
就感。“从事出生缺陷防控事业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对这份职业充满了希望和干劲。”他说。

图①：万山区旺家花园易
地扶贫搬迁微工厂产业园内，
贵州景航服装有限公司员工正
在参与劳动技能竞赛活动。

彭 俊摄 （人民视觉）

图②：江口县德旺乡坝梅村大力发展
乡村生态旅游，建设生态乐园，壮大村集
体经济。图为游客在生态乐园游玩。

李 鹤摄 （人民视觉）

图③：江口县凯德街道梵瑞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点。
李 鹤摄 （人民视觉）

图④：万山区将产业扶贫项目基金作为贫困户股金
入股万仁新能源汽车项目，为入股企业的贫困户分红，
带动750名贫困人口脱贫增收。图为万仁汽车总装车间。

彭 俊摄 （人民视觉）

脱贫之后如何防止返贫？贵州省铜仁市创新防贫预警机制——

不让贫困卷土重来
本报记者 汪文正

脱贫之后如何防止返贫？贵州省铜仁市创新防贫预警机制——

不让贫困卷土重来
本报记者 汪文正

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摘
掉了“穷”帽子，让人高兴！然
而，新问题随之出现：脱贫之
后，如何防止返贫？

贵州省铜仁市进行了探
索。铜仁地处全国14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之一的武陵山片
区，全市下辖的10个区县一度
全是贫困县。经过努力，到今
年上半年，共有9个区县脱贫，
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防止
返贫与脱贫攻坚同步，铜仁市
建立起预警监测机制，自2018
年由江口县开始探索，2019年
在全市推开，得到了国务院扶
贫办的肯定。

防贫预警怎么防？预在何
处？近日，记者前往铜仁实地
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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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是又一个起点
汪文正

济南市儿童医院引入慈善公益项目“新阳光病
房学校”，由全职老师郭金路和大学生志愿者组成，
主要通过陪伴式教学，为孩子们开设手工制作、绘
本导读、语言训练、科学知识等课程。图为郭金路
老师给患儿讲绘本故事。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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