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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题 ]

盛夏时节，放眼商南大地，火热中迸发着蓬勃生机和
旺盛活力。从试马镇红庙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示范点到
城关街办五里牌村“两拆一提升”现场，从富水镇富水街社
区佳亿德果业有限公司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基地到
绵延几个村的富水茶海公园，从过风楼镇柳树湾村“一站
式”便民服务，到位于县城南大街社区的全县“人盯人+”基
层社会治理信息平台，或是环境的大改观，或是产业的大
发展，或是治理的大飞跃……

一个个点位、一处处亮点，这是商南县巩固脱贫成果、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富裕美丽幸福乡村的生动呈现。

2021 年以来，商南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指示
精神，紧紧围绕“守底线、抓衔接、促振兴”主线，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要求，统筹谋划，精准施策，扎实推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脱贫成果得
到稳固，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深化帮扶守底线

在顺利实现脱贫“摘帽”后，2021 年以来，商南县坚持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精心选派
干部对 84 个“五类村”和 39 个非重点村开展驻村帮扶，对
有巩固脱贫成果任务的村（社区）和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实
现全覆盖，形成县、镇、村三级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统筹
中央定点帮扶、溧商协作、省“两联一包”、区域对口帮扶县
区等各方力量，紧扣动态监测、产业帮扶、稳岗就业等重
点，按照力度不减的要求，持续开展帮扶，努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做实动态监测。实行“人盯人+”防返贫监测机制，健
全县、镇、村三级防返贫风险摸排网络，采取群众自主申
报、干部入户核查、行业部门数据比对等方式，聚焦群众收

入支出状况、“两不愁
三保障”、饮水安全、突发
自然灾害及事故等情况，每
周开展一次排查监测，及时
发现、及时纳入、因户施策，
及时消除风险，实现动态清零。

加强产业帮扶。坚持区域化布局、园区化承载、集群
式发展的思路，做大做强茶、菌、果、畜、药特色产业，培育
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和集体经济，健全带贫益贫机制，力促
群众稳定增收。2021 年，该县新建无性系茶园 5000 亩、
猕猴桃示范园 1000 亩，种植代料香菇 1 亿袋、木耳 600 万
袋，生猪存栏 19.5 万头、禽类 850 万只；新发放小额贷款
1616户 8003.6万元；扶贫产品销售额 1.91亿元。

抓好稳岗就业。全面落实一次性创业补贴、交通补
贴、求职补贴等政策，建立完善就业实名制台账，发挥村
级劳务合作组织作用，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创新培训模
式，调整优化公益岗位，大力支持各类企业和能人大户创
办社区工厂、就业帮扶基地，促进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
劳动力稳岗就业。2021 年，该县开展招聘活动 19 场次，
提供就业岗位 3.5 万个；培训焊工、叉车工等技能人才
1224 人，脱贫劳动力就业 25727 人，公益岗位安置脱贫劳
动力 3932 人。

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该县在 16 个移民集中安置
点组建党支部 11 个、党小组 3 个，成立物业办 16 个、物业
管理委员会 11 个，安置点党组织和物业服务实现全覆盖；
在 16 个移民集中安置点建成 22 家就业帮扶基地（社区工
厂），发展规模产业基地 14 个，设立就业服务站（点）16个，
搬迁脱贫劳动力就业 6908 人，公益性岗位安置 86 人，搬
迁脱贫户“零就业”实现动态清零；组建易地搬迁群众原
址、新区管理服务站 139个，发放不动产登记证书 3614本，
安置点水、电、路、讯、垃圾、污水设施全部到位，就业、入

学、文化娱乐等方面均能满足搬迁群众需求，群众融
入度和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政策持续抓衔接

一边抓巩固，一边抓衔接。按照国家、省、市要
求，商南县找准薄弱点和群众的需求点，梳理出台了
县上的“配套”政策，对困难群众持续给予支持，确保
实现有效衔接。

教育帮扶方面，严格落实控辍保学“七长”
责任制和“十项制度”，开展千名教师大家访、

千名教师结对帮扶家庭困难学生
“双千”活动，全县义务教育阶段没

有失学辍学现象。严格按照“七公开一监督六不准”要求，
全面落实各项学生资助政策，各项特惠性和普惠性教育资
助全部落实到位。

健康帮扶方面，对符合救治条件的脱贫人口大病患者
实施专项救治；采取“1+1+1+X”团队签约服务模式，对脱
贫人口高血压、Ⅱ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四种慢
病患者落实签约服务，签约医生每季度随访一次，签约服
务率达 100%；脱贫人口、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易返
贫致贫人口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医疗保障“一站式”结算政
策落实到位。对已脱贫人口、“三类户”及住院费用花费过
高的参保患者进行实时监测，建立住院报销台账和防返贫
预警监测清单，已脱贫人口合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
97.58%。

住房安全方面，对低收入群体、因灾引发住房发生变
化等重点对象常态化开展监测排查，对问题户及时落实改
造措施，确保“人不住危房，危房不住人”。2021 年认定实
施农村危房改造 168户，已全部完工。

饮水安全方面，出台了《商南县关于全面提升
农村饮水安全供水保障水平十条落实措施》等

配套文件,建立农村饮水安全县、镇、村三级
管理体系和责任体系，落实管水员 205 名，
聚焦供水基础保障、设施运行维护、水费
收缴等方面，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整改，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改造提升
19 处，启动解决直饮窖水三处抽水站
工程建设，农村供水设施水平、管护水

平持续提高。
兜底保障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的城乡

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健全社会救助对象主
动发现和精准认定机制，对符合低保、特困

供养、临时救助等条件的，全部纳入保障范围，
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兜尽兜。

全面行动促振兴

脱 贫 成 果 巩 固 拓 展 了 ，如 何 稳 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商 南 县 聘 请 专 业 规 划 团 队 ，完 成 了《商 南 县 乡 村 振 兴
规 划（2021-2025 年）》、108 个 行 政 村 村 庄 布 局 、9 个
村 庄 规 划 编 制 工 作 ，确 定 富 水 镇 为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镇 ，
捉 马 沟 、油 坊 岭 等 10 个 村
为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村 ，通 过
抓 点 示 范 、以 点 带 面 ，推 动

“五个振兴”在全县铺开。
着眼产业振兴，该县按照

“规模化、全链化、智能化、品
牌化”的思路，推行“一镇一
业”“一村一品”，持续加大力
度发展茶、菌、果、畜、药等特
色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积极组织农户参加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增强合作
社的辐射带动作用；深化“三
变”改革，推行“党支部+五联”
模式，整合涉农资金支持村集
体经济发展，打造集体经济示
范村 30 个、村集体经济联盟
示范点 4 个，集体经济空壳村
全面消除，村集体经济积累 5
万元至 10 万元 59个，10 万元
至50万元48个。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力拉动了产业振兴。

着眼文化振兴，该县积极开展各类精神文明建设活
动，2021 年推选中国好人 2 人、陕西好人 4 人;在全县 126
个村（社区）设立“善行义举榜和失范惩戒榜”，每季度更换
一期“五美村民”“好公婆好儿媳”等先进典型和“等靠要”
反面典型，用先进典型引导人、用反面典型教育人。创建

“五美庭院”示范户 5040 户，培育县级“五美庭院”示范村
64 个，选树十星级文明户 1.6 万户（人）。开展“戏曲进乡
村”“文化赶大集”等活动，全年电影放映 1488 场次，戏曲
进乡村 135场次,群众文化生活持续丰富。

着眼生态振兴，该县大力实施生态建设，统筹安排退
耕还林、天保工程、重点防护林工程，完成营造林 9.75 万
亩、重点道路和河堤绿化 120 公里。将环境卫生保护纳入
村规民约，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将各村护林员、巡河

员、保洁员纳入镇村环境网格员监管序列，形成齐抓共管
的环保局面。深入推进“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清理农村生
活垃圾 2.4 万多吨、村内水塘 1846 口、沟渠 1.5 万公里，村
庄面貌大变样、大提升。加大对畜禽养殖重点部位、重点
排污对象的查处力度，对已建治污设施、养殖场设备运行
加强监管，全县养殖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6.1%；减少
农膜使用，在全县设立 5 个农膜回收点，农膜回收率达
80.8％。

同步，通过优先配强村级班子、推进村级标准化建设、
强化驻村队伍管理等措施，推进组织振兴；通过提升农民
素质和技能、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各类人才投身
乡村建设等办法，推动人才振兴工作，充分发挥人才在乡
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在抓“五个振兴”的基础上，商南县坚持以人为本，
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群众的幸
福指数。

完善农村交通物流。整合交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及苏陕协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农村交通
项目建设，使所有自然村都通了硬化路；依托国家级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完善县、镇、村三级物流体
系，建成镇村物流服务站点 77 个、电商站点 75 个，开设
5 条物流线路分线配送，基本实现了县、镇、村三级物流
常态化配送。

推进乡村信息化建设。建成 5G 基站 173 个、4G 基站
888 个，网络深度覆盖率达 95%以上；完成了 108 个行政
村、25 个自然村的光纤宽带网络通达项目，宽带网络接入
能力达 6.5万线。

创新乡村社会治理。该县探索推行“人盯人+”社
会 治 理 机 制 ，在 县 城 南 大 街 社 区 建 成 了“ 人 盯 人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信 息 平 台 ，运 用 视 联 网 ，将 县 上 指 挥 部 与
全 县 10 个 镇 办 、126 个 村 社 区 连 接 起 来 ，实 现 了 多 个
治 理 目 标 。 其 中 ，防 返 贫 监 测 方 面 ，借 助 手 机 客 户 端
视 频 连 线 ，调 度 指 导 村 级 网 格 员 入 户 查 验 农 户 收 入 、

“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突发事故等返贫致贫风
险，按程序识别纳入监测对象，跟踪开展帮扶工作，确
保 不 出 现 返 贫 致 贫 现 象 ；治 安 联 防 方 面 ，接 入 全 县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做 到 了 全 域 覆 盖 、全 网 共 享 、全 时 可 用 、
全程监控，能够做好特殊人群、关键部位监测，发现上
报社会治安隐患，及时防范并精准打击。运用这个信

息 平 台 ，还 可 以 远 程 调 解 群 众 的 矛 盾 纠 纷 ，实 时 掌 握
全县地质灾害点监测员的监测情况，等等。

可以看到，正因为紧紧聚焦了“主线”、突出了重点、用
准了措施，商南县脱贫成果不断得到巩固，乡村振兴开局
态势良好，全县广阔乡村正向更高水平的富裕美丽幸福迈
进。在乡村建设和发展中，商南县一批镇、村获得了荣誉，
其中，清油河镇后湾村入选“2021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赵川镇店坊河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试马镇
被评为省级旅游特色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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