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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面落实“1+16”方案体系，
形成16个专项工作方案。聚焦“一规
划三提升一示范”工作重点，坚持月调
度、会商协调工作机制，扎实推动乡村
建设行动落地见效。

科学编制村庄规划。坚持规划先
行，全面完成755个行政村村庄分类布
局，实现有条件、有需求的村编制村庄
规划，目前共完成村庄规划文本编制
246个，其中168个示范村实现村庄规
划文本编制全覆盖。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水、电、
路、网等项目，2022年全市新改建农村
公路384.71公里，改造危桥10座，完成
安防工程321.2公里；新增1.91万人集
中供水，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7.46%；建设5G基站590个。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细化“零百
千万”任务清单，全市招聘农村特岗
教师 265 人，建成 5 所“互联网+教
育”双优试点校，完成农村教师培训

2828 人；采取“两个深入”“一个全覆
盖”的做法，投资 1500 万元建设伊通
县域医共体，为 280 名乡村医生开展
业务培训；推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建设养老机构 3 所，建成农村
养老服务大院试点4个；推动公共文化
下移，送演出下基层209场，建设图书
馆分馆2所。

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水平。持续推
进实施农村“厕所改造、生活垃圾治
理、生活污水治理、村庄卫生清洁”四
大行动。完成农村户厕改造3000户；
建成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站62座；完成
3个建制镇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9个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绿化乡村
112 个，打造精品廊道 120.58 公里，精
品路线162.48公里。

创建“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示范
村。把千村示范创建作为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的重要载体，严格落实“九有六
无”标准和“五个全覆盖”要求，在巩固

2021年80个示范村创建成果基础上，
2022 年接续创建示范村 88 个。构建

“党委政府主体抓、乡村振兴部门统筹
抓、乡镇村屯具体抓、四级干部包片
抓”的“四抓”格局，对168个创建村做
到市县乡村四级干部包保全覆盖；全
覆盖建立“道德银行”88 个，完成率
100%，评选“干净人家”4918户，完成率
100%，完成88个“农村文化大院、农家
书屋”建设，完成率100%，建立“十户一
组”网格3592组，完成率100%；从2022
年创建示范村中，选定13个村作为精
品村，打造“示范创建+肉牛养殖”、“示
范创建+特色种植”等各具特点的示范
样板村，进一步夯实示范村创建成效
和底色。

乡村天地阔，振兴写新篇。四平
正在建设美丽宜人、业兴人和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道路上书写着“山乡巨
变”，让希望的田野更加充满活力，乡
村的未来更加值得期待。

跃马扬鞭启新程
——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回眸

全媒体记者 孙莹 通讯员 王鹏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作出
科学规划和详细部署。
市委八届五次全会指
出，要立足“三农”之本，
争当乡村振兴排头兵。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最
重要的任务之一。脱贫
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可
以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
的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基础，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
内部外部环境。一直以
来，我市坚持农业农村
率先发展不动摇，农业
实力持续提升，农村环
境显著改善，农民生活
更加富足。

今年是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四平蓄势突
破之年，迈上新征程，我
们要全面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现
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原
则，把全面推进和实现
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
大任务，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
头苦干，就能在新征程
上创造新的更辉煌的成
就。

乡村振兴的美丽画
卷正徐徐展开，我们要
充分认识到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
性、紧迫性，乘势而上、
埋头苦干，奋力描绘“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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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聚焦“守底线、
抓衔接、促振兴”的总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统筹推进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着力促进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全力做好乡村振兴这篇
大文章，持续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改善。

强化工作落实。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压实各级党委
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
任、乡村落地责任，拧紧明责、知
责、落责链条。多次召开市委常委
会、市政府常务会、专题会议、市委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
会等会议，集中研究解决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重大事项和重要问题。

强化压力传导。将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纳入绩效考核。充分发挥市纪委
监委作用，以有力有效精准监督为乡
村振兴保驾护航。

强化包保帮扶。落实乡村振兴
联系点和示范村创建市级领导包保
制，向139个村派驻了驻村工作队和
150个村选派了第一书记，确保驻村
帮扶工作力度不减、成效不降。

强化履职担当 构建工作体系

抓实监测帮扶 筑牢底线思维

我市把防返贫监测帮扶作为
巩固脱贫成果的首要基础，聚焦

“三类户”，织密“三张网”。2022
年，全市纳入监测对象 1237 户 2502
人，消除致贫返贫风险 1125 户 2246
人，占比 89.76%，做到了“应纳尽纳、
应扶尽扶”。

织密自下而上监测网。严格执
行年人均纯收入 6700 元监测标准，
面向全体农村人口开展监测排查。
充分发挥6286名村组防返贫监测员
作用，落实“周监测、月调整”长效机
制。2022年5月、8月、10月，聚焦农
户收支变化、“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
障，对所有农村常驻人口组织3次拉
网式摸排。

织密横向畅通排查网。健全市
县两级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出台行
业部门筛查预警指导意见，细化各部
门之间协作分工，对市县两级相关行
业部门数据交换周期、操作程序和精
准帮扶3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内容，进
行统一要求，操作性、指导性更强。

织密全面覆盖帮扶网。按照“因
户施策、缺啥补啥”原则，综合运用各
项帮扶政策精准帮扶。在现有帮扶
政策无法化解风险时，充分发挥防贫
保障救助基金的托底作用，对因病、
因灾、因学刚性支出较大的，予以兜
底救助。全市救助基金规模稳定在
1000万元，2022年共理赔27人次，理
赔金额69.87万元。

紧盯核心任务 促进群众增收

我市把促进脱贫群众持续增收
作为巩固脱贫成果的核心任务，接
续推进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
众生活改善，2022 年全市脱贫群众
人均收入增幅达17.1%，增幅居全省
第二。

强化产业扶持促增收。乡村振
兴，产业兴旺是核心。2022年共安排
各级推进乡村振兴衔接资金3.226亿
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86个，其中产
业项目35个、基础设施项目25个、其
他项目26个。强化帮扶资产后续管
理，全部分类建立台账，实行清单化
管理，确保持续分红。

强化就业帮扶稳增收。有效落
实就业帮扶政策和应对疫情特殊支
持政策，实现就业帮扶车间和乡村公
益性岗位数量稳中有增、吸纳脱贫群

众数量稳中有增。全市脱贫人口就
业务工总规模13832人，其中公益性
岗位6904个，完成全年目标的107%；
创建就业帮扶车间 14 个，同比增加
350%。“雨露计划”实现应补尽补，无
一错补漏补。

强化金融帮扶带增收。充分发
挥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助农惠农作用，
全市新增小额信贷 3043 笔，贷款金
额 8646.95 万 元 ，完 成 年 度 任 务
180%，是2021年贷款金额的18倍。

强化消费帮扶助增收。持续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消费帮扶，鼓励发动
各级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积极购买
消费帮扶农产品，全市消费帮扶农产
品销售额达到3441.2万元，完成政府
预算采购任务 32.09 万元，高于去年
同期水平。

紧扣“3+1”保障 补短板促提升

我市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持
续提升“3+1”保障水平，确保巩固脱贫
成果基础更牢、质量更高。

狠抓饮水安全。健全农村供水工程
长效管护机制，全市1487处农村供水井
年度水质检测全部达标。全力抓好农村
安全饮水提升改造，梨树县对74处水源
井加装了锰砂过滤设备和消毒设备、双
辽市对22个村水源井增加了净水设备、
伊通满族自治县新改建47个水井房，确

保不发生规模性系统性饮水安全问题。
狠抓住房安全。聚焦农村低收入

人群住房安全，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做
好动态监测，实行台账化管理，将符合
条件的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纳入年度
危房改造计划，共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257户，其中脱贫人口危房改造88户。

狠抓义务教育。紧盯控辍保学不
放松，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无一人因家庭
困难、因灾情疫情失学辍学。落实义务

教育“两免一补”政策，落实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政策，2022年全年资助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11229人次，发放资助金
额467.05万元，其中脱贫家庭学生3503
人次，发放金额114.12万元。

狠抓基本医疗。确定全市10家医
院为大病救治定点医院，大病救治3039
例，救治率100%。持续做好脱贫人口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覆盖率100%，
做到“应签尽签、应管尽管”。

集中资源力量 支持帮扶建设

我市把支持省级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建设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集中资源和力量支持重点县发展，制
定出台了《关于支持省级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的实施方案》。

在资金投入上给予集中支持。
双辽市争取中央、省预算衔接资金
9817 万元，梨树县争取中央、省预算
衔接资金 9255 万元。市级财政在资

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分别为双辽
市、梨树县各拨付乡村振兴引导资金
100万元。

在金融政策上给予集中支持。
推动金融支持肉牛产业发展，全市各
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梨树县、双辽
市肉牛养殖类贷款共计 11.9 亿元。
积极对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梨树
县、双辽市共成功对接 960 家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融资金额3.63亿元。
在产业发展上给予集中支持。

梨树县和双辽市 2 个省级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肉牛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区，获得国家专项债券发行支持金
额 2.2 亿元。其中梨树县肉牛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建设项目 1.2 亿元，双
辽市肉牛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
项目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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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多点突破 推动行动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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