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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依靠乡村旅游，我家的光景一天
比一天好，而且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这
样的日子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吴起
县吴起街道南沟村 60岁的脱贫户刘贵
正悠闲地在大树下乘凉。他告诉记者，
去年村里举行了第一次全体村民分红
大会，他家分到 4200元，今年分红的日
子也快到了。想到这些，他乐得合不拢
嘴。

刘贵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入股的事
情。起初他并不愿意入股，认为村子就
是个穷山沟沟，发展乡村旅游简直是天
方夜谭。在村干部一遍遍上门劝说下，
他同意拿出 3万元先试试。没想到，这
一试竟然试对了。如今，南沟村成了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刘贵不仅每年能领到
分红，他还在度假村里打扫卫生，每月
能挣 1000元。

位于吴起县城东南的南沟村，境内
分布有绵延数十公里的秦长城，有水库
湿地，有退耕还林以来形成的茂密林草
植被。长期以来，受限于落后的发展理
念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村子一直处
于贫困边缘，耕地空置、村庄空巢、产业
空心的“三空”现象突出，村集体经济基

本为零。2018年，南沟村注册成立了吴
起县秦风水韵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入股的村民领到第一次分
红。

吴起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
题、薄弱环节，寻找突破口，真正实现乡
村振兴发展。

突出规划引领。以县城、重点镇和
重点村框架为抓手，立足城乡融合、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吴起县聚焦“村庄布
局、产业培育、乡村建设”，积极调研研
讨，为做好村级规划做好铺垫。

突出产业培育。围绕“一清五提六
强化七关注一保障”思路和“3+3+X”的
产业布局，树立一个导向、培育两个主
体、突出“三雁经济”，树立一个导向就
是树立“大抓基层、大抓产业、大抓增
收、大抓落实”的导向。培育两个主体
就是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
经济，把培育经营主体作为产业发展的
主抓手，把村集体经济作为带动产业发
展的领头羊。突出“三雁经济”，动员村
组干部、返乡能人、本地大户建实体、兴
产业，实行共同发展、共同致富。2021
年新建果园 1.1万亩、千头猪场 50个、

湖羊场 40个，投产食用菌 400万棒，动
员返乡能人达成投资意向项目 26个，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76家。

突出典型带动。确定 8 个省级示
范村、1个省级示范镇和 10个县级示范
村，通过“四个倾斜”支持示范村建设，
县级行业部门在项目安排、资金投入、
政策措施、人才技术等方面倾斜支持，
全方位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进而以
点带面，分层分类推进，形成“一镇一特
色、一村一幅画”。

突出项目支撑。按照跳出乡村包
装项目的思路，围绕产业、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乡村建设、乡村旅游等，谋划包
装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并在招商引资
和争取上级项目上未雨绸缪、集中发
力，以项目助推乡村振兴开好局、起好
步。

潮平两岸阔，风正好扬帆。吴起县
乡村振兴局在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上建得起机制，抓得住关
键，守得住底线，开得了局面，在不断创
造人民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也一定能担
得起担子，迈得开步子，续写得出更为
出彩的新篇章。

寻求一次突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游客体验采摘

● 种羊场一角

● 美丽乡村一角

● 中蜂养殖场

建立一套机制，扎实推动工作落实

谈及这两年家里日子的变化，吴起
县长官庙村柳庄村村民齐清儒说：“我们
村这几年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发展
棚栽水果、蔬菜等22座，户均年收入在2
万元以上。”

2021 年，驻村工作队在长官庙村
湫沟村民小组再开发，新建 30座标准
化拱棚。“驻村工作队不仅为我们请了
专业技术人员，还统一做销售。现在
不仅大棚种菜能分红，在棚里干活每

天还有 100多块钱的劳务费。”说起村
上绿色蔬菜基地建设，村民尚琦杰高
兴地说。

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形成工作
合力，整体系统推进工作，吴起县委成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工作领导小组，细化责任，明确分
工，建立了县级领导联镇、部门包村、干
部联户、常态化督导等制度。

“定期调度”压责任。建立县级半月
调度、镇街和部门周例会研究机制，压实
压紧县镇村各级责任，召开县镇村三级
干部参加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大会，明确任务，压
实责任。

“两会一遍访”促帮扶。为夯实 91
个包村部门、72名第一书记、143名驻村
队员和 1145名联户干部驻村帮扶责任，
推行“两会一遍访”行动。每月通报包扶

较差单位，倒逼工作落实。先后对第一
书记进行 4次全面轮训，进一步提升工
作能力。

“常态督查”抓落实。成立 10个县
级领导带队的督查队常态督查，对标“三
落实一成效”照单督办抓落实。2021年
12月份组建 10个巩固脱贫成果专项督
查组，采取“镇镇过、村村过”方式，对镇
村“三落实一成效”开展专项督查，夯实
镇村工作基础。

◀ 长城镇双湾涧美丽乡村示范点

▲ 长官庙镇山地苹果

◀ 南沟村生态文化旅游节

金牛奋蹄去，玉虎踏

春来。2021 年在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

吴起县建立一套机制，抓住一项关键，守

住一个底线，寻求一次突破，不断刷新脱贫

成果清单，持续发力乡村振兴与人民美好

生活的“双提升”，实现了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

向全县人民交上了一份完美的时

代“答卷”。

筑梦，在希望的田野上
——吴起县“四个一”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纪实

记者 王锋 通讯员 康彦创 高万兴

“大红果子剥皮皮，人家都说我和
你，本来咱俩没关系……”伴着轻风，哼
着信天游，齐丕红和妻子在自家果园忙
着给苹果套袋，看着一树一树的苹果，心
里满满都是喜悦，琢磨着只要今年苹果
价格不跌，按每斤2元，二十几亩苹果至
少能收入10万元。

齐丕红是吴起县 590 多户发展山
地苹果建档立卡户之一。脱贫攻坚以
来，吴起县抢抓延安山地苹果产业北
扩的趋势，大力发展山地苹果。按照

“大产业、大品牌、大带动”战略部署，
推动苹果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深度融
合，突出经营主体带动，采取“龙头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模式，把全县的脱
贫户镶嵌在 10万亩山地苹果的大产业

中，为脱贫户建立长效稳定致富增收
产业，实现“苹果红了”“贫困户笑了”，
同时也让更多的农户在发展苹果产业
中发家致富。

2021年，吴起县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不断健全完善机制，通过“查弱项、抓两
业、强后扶、促增收、保受益”，实现脱贫
成果持续巩固拓展。

查弱项。认真组织开展“两不愁三
保障”回头看和安全住房、饮水定期排
查，全面查漏补缺、查弱补强。县财政投
入 6000 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1912 名，

“三重保障”报销1529人次1100余万元，
兜底保障2095户4688人，新建维修改造
集中供水36处。

抓两业。通过“一转变一不减”抓产
业就业帮扶，对到户产业扶持政策不减
的同时，逐步向支持大产业转变。投入
2064万元支持 2549户脱贫户发展到户
产业，列支 8200余万元支持山地苹果、
特色种植等产业发展。实行就业实名
制，强化就业服务，做到扶持力度不减。
动员外出务工 3951人、各类公益岗安置
1579名，实现外出就业和公益岗位安置
高于上年水平。

强后扶。强化部门联动和双向互
动，每月双向反馈信息，动态掌握搬迁户
产业就业现状。通过发展长效产业、自
主择业、扶贫基地就业、社区工厂安置、
公益岗位安置、企业安置、兜底保障等

“七个一批”措施，实现搬迁群众产业就

业 3442人，兜底保障 1801人，做到稳得
住、能致富、快融入。

促增收。把消费帮扶作为促进农民
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组织开展各式各
样的扶贫产品推荐、认购活动。全县现
有消费帮扶专馆 4个、专区 2个、专柜 15
个，扶贫产品 52个，今年累计销售扶贫
产品2314万元。

保受益。通过“三把关三落实”强化
扶贫资产管理（严把调查摸底关、严把确
权移交关、严把资产登记关，落实管护责
任、落实管护机制、落实监管措施），落实
县财政每公里 2000元的标准预算安排
扶贫资产通组道路日常管护经费，共确
权登记扶贫资产 704个，其中公益性资
产588个，经营性资产116个。

抓住一项关键，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对原本破败不堪的家，我失去了信
心，政府现在让我享受了产业、健康、医疗
救助等帮扶政策，还让我在村里打扫卫
生，日子越来越好了，我感到很温暖。”周
湾镇罗沟泉村村民臧安林说。

臧安林，夫妻双方常年患病，2021年
4月份又因家中突发严重变故，给家中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在精神上给
予了沉重打击。镇村通过排查审议，将
臧安林一家纳入监测户，协调落实帮扶
措施。

2021年，吴起县成立工作专班，常态
化开展动态监测和帮扶，做到早发现、早
干预、早帮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
按照中省市关于健全完善防贫动态

监测和帮扶工作要求，在广泛调研、积极
探索的基础上，形成“6512”机制，筑牢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全面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即：关注慢病大病患者、低
保五保户、失能老人户、重残户、自身能

力不足户等“六类人群”，强化部门预警、
联动联排、户分四类、双向督查、十条政
策等“五项措施”，推出“防贫保”这一新
举措，实行定期调度和定期回访“两项机
制”），得到了市上领导肯定和批示，2021
年按程序识别纳入“三类户”55户 163
人。

守住一个底线，常态开展监测帮扶

● 五谷城镇小杂粮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