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保山市层层压实脱贫
攻坚责任，形成了全市脱贫攻坚工
作步调一致、目标一致、标准一致，
全市“一盘棋”的大格局。

2016年以来，保山市委出台产
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就业
扶贫、资金整合、执纪问责、干部选
拔任用等配套文件 100多个，形成
符合保山实际的“2+N”脱贫攻坚政
策体系。

保山市严格执行市、县、乡党
政“一把手”双组长制和行业部门

“一把手”责任制，层层压实责任，
严格执行市级领导挂县联村和单

位包村、干部帮户制度，形成市、
县、乡、村四级书记抓扶贫的工作
机制。

昌宁县副县长杨朝强介绍，该
县围绕2018年脱贫摘帽目标，构建
了责任包保机制，县委常委和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县政协主席挂包乡
镇，其他县级领导挂包村（社区），
1086名科级干部挂包村民小组，
6497名干部挂包农户。

2018年，保山市委两次调整充
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由64个行
业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负责全市
脱贫攻坚工作整体谋划、统筹协

调、顶层设计、具体实施和监督指
导，推动党政主体责任、行业部门
责任、挂包帮扶责任的落实。

保山市成立了8个市委脱贫攻
坚督查组定期开展督查，定期不定
期进行评价通报。同时，市纪委监
委出台了“六项工作机制”，配套完
善了“六项制度”，以交叉的方式率
先开展了专项巡察。据统计，2018
年保山市共发现问题 930个，整改
和处置 545个，立案查处扶贫领域
违纪问题 122起，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 119人，通报曝光查处的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73批

次 247个，受理扶贫领域信访举报
260件。

“2019年，保山市将在战略部
署上‘扣扣子’，责任履行上‘担担
子’，任务落实上‘钉钉子’，进一步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
高效衔接，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
置，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增强
群众自我发展能力。”保山市委书
记赵德光表示，围绕巩固提升昌宁
县、龙陵县脱贫摘帽成果，力争实
现隆阳区、施甸县脱贫摘帽，90个
贫困村、2万多名贫困人口脱贫出
列的目标。

压实责任 不脱贫不脱钩

问题导向 攻坚深度贫困

保山市隆阳、施甸、龙陵、昌宁
四县（区）属于滇西集中连片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滞后，贫困退出任
务繁重。全市共有脱贫任务乡镇74
个、村（社区）860 个、贫困村 413
个，其中深度贫困村181个。

2018 年，保山市紧紧围绕脱
贫目标，从严坚持脱贫标准，全面
落实“五个一批”扶贫措施，以前
所未有的力度和措施，努力实现
深度贫困村高质量脱贫，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

产业就业扶贫实现“稳增收”。
保山市以规模经营与群众自主发
展小养殖、小种植、小作坊、小买卖

“四小”产业为重点，投入产业扶贫
资金 29.87亿元，重点扶持 10个万

亩规模农业示范区，培植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372户、养殖小区 942
个、家庭农场 312个，产业就业全
部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龙陵县通过引进北汽、皓月
集团成立云南东方皓月公司，带动
贫困户发展能繁母牛养殖，并通过
代养、寄养的方式，实现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覆盖，带动贫困户发展肉
牛养殖 3663户。”龙陵县副县长杨
俊介绍。

住房保障托起“安居梦”。全市
紧紧抓住易地扶贫搬迁和“农危
改”两个重点，对涉及 7.22万人的
搬迁安置房全部实现开工建设，目
前已搬迁入住 14246户 61688人。
昌宁县、龙陵县年内实现 100%完

成农村危房改造。
教育扶贫阻断“代际传递”。建

立控辍保学机制和贫困学生“一生
一档”保障措施，全面落实教育均
衡发展等扶贫政策，劝返复学义务
教育阶段辍学学生306人。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争
取到林业生态扶贫资金 6.12亿余
元，兑付生态补偿、天然林停伐、新
一轮退耕还林等各项补助资金
2.62亿元，聘请贫困人口生态护林
员 1264人，直接促进受益建档立
卡贫困户年增收9100元。

健康扶贫和社会兜底系牢“安
全带”。全市 28种疾病门诊政策范
围内报销比例达84.42%，住院实际
报销比例达90.58%；开展大病集中

救治 14361 人，慢性病签约服务
45382人，重病兜底保障 9758人，
累计救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医疗费
81408人次6747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筑根基”。巩
固提升 17.48 万贫困群众的饮水
安全，改善了 15738 户贫困群众
的用电质量，所有贫困村全部通
380 伏动力电，并建成活动场所
1268个。

党建扶贫实现“双推进”。选派
第一书记 413名，市级财政累计投
入 6360万元资金用于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目前，全市 413个贫
困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2万元至 5
万元的有 112个，5万元以上的有
301个。

立足精准 下足“绣花”功夫

2018年，保山市将精准扶贫贯
穿全市脱贫攻坚工作的始终，做到

“六个精准”：
扶持对象精准。围绕“两不愁

三保障”的标准，按照“贫情分析、
民主评议、公示公告、审核认定、
集中录入、全程督导”等关键环节
开展贫困对象动态管理工作。
2018年，全市各级各部门开展了
数据信息调整、补录和贫困对象
动态调整工作，最终确定脱贫退
出 28231 户 113425 人、新识别纳
入 355户 1207人、返贫 105户 396

人、自然增加 3487 人、自然减少
2792人，扣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第一个扣子”。
项目安排精准。保山市紧盯

“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的要求，
精准识别录入易地扶贫搬迁对象，
实施搬迁脱贫。根据贫困地区实
际，精准安排到乡、到村、到组、到
户的水、电、路、房和环境改善等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1.4万个。

资金使用精准。保山市积极完
善各类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资
金补助标准、发放程序。围绕贫困

村退出和贫困户脱贫退出标准，结
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2018年，
全市精准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158.8
亿元，采用“一卡通”等方式直补到
贫困户。

措施到户精准。全市广大干部
通过进村入户，分析致贫原因，采
取群众“点菜”、政府“下厨”的方
式，产业扶持到户9.4万户。

因村派人精准。2018年，全市
组建了 413 支驻村扶贫工作队、
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1700名，
全市 137 家民营企业挂钩帮扶

169 个村，实施帮扶项目 277 个，
投入资金 10亿元以上，受益贫困
群众 4.59万人，实现贫困户帮扶
责任人、贫困村扶贫驻村工作队
全覆盖。

脱贫成效精准。按照精准扶贫
“六个到村到户”和“五个一批”的
措施要求，落实“户户清”，建立项
目库，实现“两不愁三保障”。2018
年，全市达到脱贫县摘帽标准 2个
县，达到 10条标准退出贫困村 165
个，达到 6条标准脱贫退出贫困人
口28231户113425人。

资讯

本报讯（通讯员 张玉祥）今
年是隆阳区脱贫摘帽之年，是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极为关键的
一年。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摘
帽的既定目标，新年伊始，隆阳
区就对 1200 余名区乡村干部集
中培训，动员全区上下向贫困
发起总攻。

以训促干，以问题为导向，有
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做到找准问
题，对症下药。对照 2018年隆阳
区“脱贫攻坚完成年”目标，还存
在任务未能按时间节点完成，不
精准的问题频频出现，项目不科
学、管理不规范，群众增收、集体

增收办法不多，档案管理不规
范，群众对政策的知晓度和工作
的满意度还需进一步提高等等
问题。究其根源，还在于干部责任
压得不实、工作要求不严、推动工
作不实。结合存在问题，集中培训
内容围绕脱贫退出的目标，涵盖
工作纪律、项目管理、群众工作、
群众增收、档案管理、人居环境提
升、党建扶贫双推进等各个方面。
培训主讲人员为区级领导、乡镇
主要领导和扶贫部门领导，主讲
人结合工作实例，把工作经验、工
作方法、政策措施等面对面、手把
手传授。

隆阳集中培训1200余名干部
全市贫困发生率

从2017年末的7.57%
下降到目前的2.41%

本报讯（通讯员 李建国）近
年来，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改善着保
山市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让
他们真正走出大山，住进新居，过
上了新生活。记者日前从保山市
发展改革委获悉，截至 2018年 11
月底，全市“十三五”建档立卡贫困
户搬迁任务安置房竣工 64640人、
住房竣工率达89.57%；累计搬迁入
住 63557 人 、累 计 入 住 率 为
88.07%；已拆除旧房 7760户、旧房
拆除率为46.56%。

“十三五”以来，保山市紧紧围
绕4年完成易地扶贫搬迁72169人

的工作目标，结合实际制定了“能城
不村、能大不小、能平不坡、能多层
不独院”的工作思路，规划建设了
222个集中安置点，把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建成特色鲜明的美丽村庄。
在全市222个集中安置点中，搬迁规
模在 2000人以上的有 3个，500至
2000人的有47个，200至500人的有
97个。施甸县依托城镇选址集中安
置点14个，占全县集中安置点30个
的 46.7%；依托城镇安置搬迁对象
10865人，占全县搬迁任务21849人
的 49.7%；其中 2018年度搬迁任务
8732人，城镇化安置率达100%。

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保
山市坚持“能多层不独院”的思
路，尽可能将搬迁户住房建设为
4至 6层的单元房，户均建筑面积
控制在 50至 120平方米。隆阳区
辛街集镇安置点建设 13幢 6层安
置房，安置搬迁户 260户，户型为
90 平方米和 120 平方米两类，建
档立卡搬迁户实现拎包入住。

目前，保山市 2016年、2017年
搬迁任务全面完成，2018年搬迁任
务有序推进，2019年搬迁任务全面
启动。其中2016年计划搬迁的建档
立卡对象 37209人已全部搬迁入

住，已拆除旧房 5360户、拆除率为
61.61%；2017年计划搬迁的建档立
卡对象 22753 人，安置房竣工率
100%，入住率达 100%，已拆除旧
房2346户、拆除率为45.19%。

保山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杨廷辉介绍，下一步保山市将重
点抓好项目建设管理、群众搬迁
入住、安置点公共服务、群众后
续脱贫、拆旧复垦复绿五项工
作，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不折不
扣完成全市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真正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
事做、能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张玉祥）如
何使搬迁安置的贫困户住上好房
子后，更能过上好日子，尽快走出
贫困，保山市隆阳区辛街乡抓住
劳动力转移就业这一关键措施，
针对搬迁点贫困户就业问题，因
户施策，强化技能培训、劳务输
出，多渠道为贫困群众谋就业发
展之路。

“搬迁后，工资性收入替代了
以前的种养模式，只要是有劳动
力的贫困户，都鼓励外出务工或
就近务工，乡里和社区都想方设
法联系就业岗位。”辛街乡邹里社
区党总支书记李伟介绍，辛街乡
集镇易地扶贫安置点有贫困户

260户 1149人，其中劳动力有 537
人，就业率达 98%，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达到了户均就业2人，月均
工资收入2500元以上。

结合搬迁点的实际情况，辛
街乡有针对性地联系相关部门
对贫困户开展技能培训，2018年
举办了家政、刺绣、烹饪、电商、
电焊、种植养殖等实用性较强的
培训 10余场次，参加培训的贫困
户达 1000余人次。针对不能“走
出去”的村民，辛街乡还设置了
公益性岗位，通过招聘会招聘人
员，优先录用贫困群众。此外，邹
里社区还在搬迁点提供了保洁
和绿化的就业岗位。

辛街乡因户施策促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吴再忠 张
忠海）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
昌宁县翁堵镇阳旺田村全面摸排
致贫原因，开出一系列精准脱贫

“药方”，为贫困户提供了持续、稳
定的增收措施。

2016年以前，阳旺田村共有
贫困户 205户 835人，贫困发生率
为 55.37%，集中连片贫困现象突
出。阳旺田村村“两委”从群众最
关注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入手，
从道路、人饮、沟渠支砌等几个方
面着力。近年来，阳旺田村累计完
成石沟渠建设 12.5公里，完成全
村10个村民小组道路硬化27.6公
里，完成村卫生室新建、申报实施
小学改扩建项目。

在产业发展方面，阳旺田村

结合自身特点，本着巩固提升现
有产业、探索挖掘新农业资源的
目标进行农业产业规划。在保
障原有的烤烟、核桃、茶叶这 3
个主导产业外，还鼓励群众发
展生猪、山羊、土鸡等养殖业，
并在群众养殖过程中加强技术
指导和资金支持。立晒自然村
村民鲁泽红就是在政策的扶持
下，成为一名养羊大户的。“去年
卖了 270多只羊，纯收入约为 10
万元。”说起 2018年的收益，鲁
泽红很满意。

为了填补冬季农业空白，阳
旺田村引进香料烟、菜豌豆种植，
全村单一化的农业产业得到了有
效改善，农户增收致富的路子得
到进一步拓宽。

阳旺田村开出脱贫“药方”

本报讯（通讯员 刘红云）
2018年来，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
局把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
合起来，同基层“拍蝇”结合起
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良好
治安环境。

据悉，隆阳公安分局接到的
群众举报涉黑涉恶线索 60%以上
发生在农村地区，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隆阳公安分局建立常态化
打击模式，把惩治“村霸”作为工
作的重中之重，集中打击整治横

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
的农村黑恶势力犯罪。

该局下大力气铲除农村黑恶
势力滋生土壤，不断挤压农村涉
黑涉恶犯罪生存空间，利用民警
进村入户了解社情民意，开展涉
黑涉恶线索摸排核查。强化责任
倒查，对不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疏
于防范发生涉恶涉霸性案件的辖
区，对相关领导严肃追责。在民意
调查中，隆阳区安全感满意度不
断跃升，全省排名从2016年的113
位上升到2018年上半年的24位。

隆阳公安分局强化农村扫黑除恶
6.3万余名群众搬出大山住进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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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郭金灿）施甸
县作为“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
项目”2018年至2020年的健康扶贫
试点县，为全县56374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主要劳动力建立了扶贫公益
保险。截至2018年12月，全县已有
316人次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到“顶
梁柱”项目扶持报销35.47万元。

施甸县姚关镇大汉庄村民张天
德因患有胃恶性肿瘤，于2016年做
了胃切除手术，2018年1月至7月先
后到昆明进行了8次住院治疗。手
术后，张天德失去了劳动能力，一家
人依靠妻子做零工补贴家用，家里
被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各种医疗报销项目后，张
天德在“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

险项目”的报销上获得10600元保
险理赔。

2017年 7月，“顶梁柱健康扶
贫公益保险项目”在北京启动，该
项目由中国扶贫基金会、阿里巴
巴、蚂蚁金服三方共同发起，以

“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新模式为
农村家庭中的“顶梁柱”提供保
障，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的难题。
为国家级贫困县 20至 60岁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免费投保，预期到
2020年，累计覆盖贫困人口 1000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主要劳动
力在住院治疗费用报销后，剩下
的 10%住院费用纳入“顶梁柱”项
目报销，起付线1900元，报销比例
为60%，封顶线每人每年10万元。

施甸县贫困户受益于“顶梁柱”项目

昌宁县大田镇华严村青门口易地搬迁安置点昌宁县大田镇华严村青门口易地搬迁安置点

脱贫致富感党恩脱贫致富感党恩

回望2018年 脱贫攻坚 蹄疾步稳

退出贫困村165个，

实现28231户
113425名贫困人口

脱贫退出

昌宁县、龙陵县脱贫摘

帽；

全市实现贫困户100%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动员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100%参加养老

保险；

本报通讯员 李建国

开展扫黑除恶 建设善美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