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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2022 年 7 月 6 日

河池市念好“三字经”推动问题整改落实落细

河池市突出抓好 2021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整改工作，坚决做到问题整改件件有着落、事

事有回音，坚决打赢打好“翻身仗”。截至 6 月底，市本级认领

2021 年度国家考核评估反馈广西问题 53 个，制定整改措施 152

条，已完成问题整改 42 个；11个县（区）认领问题 558个，制定

整改措施 1470 条，已完成问题整改 491 个，问题整改工作取得明

显的阶段性成效。

一、从“早”字入手，压实问题整改主体责任

一是快行动，早部署。第一时间召开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成立以书记、市长为组长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1 个办公室

和 10个工作专班，办公室主任和专班组长分别由分管市领导担任，

负责统筹调度问题整改落实。各县（区）也在第一时间召开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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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会议，并相应成立整改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二是领责任，

早落实。坚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逐一制定整改措施，明确党

政主要领导是整改工作第一责任人，亲自部署问题整改，亲自把

关问题销号。市、县行业部门分别与联系分管的市领导、县领导

签订整改责任状，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高效推动整改。

三是定方案，早谋划。制订《河池市 2021 年度国家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广西问题整改方案》，

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责任领导、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等，

建立“半月一调度，每月一研判”工作机制，全力推进整改。

二、在“准”字发力，全面推动问题整改精准到位

一是“三类人员”精准纳入。聚焦全家无劳动力、突发重大疾

病、突发意外事故导致困难的重点人群，全覆盖开展“防返贫 守

底线”专项行动集中大排查，坚决从根本上消除应纳未纳的问题，

确保防贫动态监测帮扶精准到位。截至 6 月底，全市累计排查认

定监测对象 20094户 76844人，通过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有 10153

户 42009 人解除返贫致贫风险。二是数据清洗精准求实。加强数

据收集、登记和分析，按照“村级一天一清洗，乡级三天一清洗，

县级一周一清洗”的要求，不断加大数据更新力度，数据质量不

断提升。全市共配备市、县、乡、村四级防贫信息员 1838 名，其

中村级信息员 1449 名，并实现了防贫信息员培训全覆盖。三是“四

大保障”精准发力。教育部门制定 5 条整改措施，明确市、县教

育部门主要领导为整改第一责任人，其他班子成员落实分管领域

整改责任，逐一整改到位直至销号；卫健部门制定 11条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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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参保率大幅提升，医疗报销和救助政策总体稳定，乡村医生

工作责任进一步增强；住建部门制定 8 条整改措施，目前已完成

整改 4 项，并长期坚持；水利部门认领 8 个问题，已整改完成 7

个，“四大保障”整改工作成效明显。

三、以“实”字破局，有效解决增收难问题

一是产业帮扶出实招。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全市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或产业示范基地（园）建立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共

2128 家，较 2021 年底增加 304 家，增长 16.67%；新型经营主体

带动脱贫户发展产业 78143 户，较 2021 年底增加 18222 户，增长

30.41%。县级“5”、村级“3”产业帮扶覆盖率达 93%，11个县

（区）脱贫户（含监测户）生产性经营净收入占家庭净收入均呈

正增长；强力推进“十大百万”产业帮扶，全市完成桑园低改 11.3

万亩，糖料蔗种植面积 76.1538 万亩，种猪存栏 15.94 万头，均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绿色种养基地培育 9 个，新增农民专

业合作社 142 个；新增家庭农场 128 个，创建粤桂协作产业园 8

个，正在创建新增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乡村 8 个。二是劳务输出

下实功。持续扩大务工规模，强化务工稳定性巩固，下力气抓好

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大力培育建设就业帮扶车间，保证吸纳能

力稳中有升。截至 6月底，全市脱贫人口外出务工总人数达 43.6116

万人，完成目标任务数的 102.10%，是 2021 年末脱贫人口外出务

工数的 100.20%。三是公益就业见实效。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

确保脱贫群众有就业。全市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脱贫劳动力

就业 55247 人，完成目标任务数的 110.81%。全市脱贫人口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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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不增反降较 5 月底下降 15.2 个百分点。全市脱贫人口收入在

6666 元以下（按照目前已录入 8 个月收入，取一万元的三分之二

测算）的比例为 15.5%，较 2021 年度国家考核评估广西时脱贫人

口收入在 1 万元以下的比例（42.24%）下降 26.74 个百分点。

（河池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办公室 唐毓克 吴胜华）

三江县落实稳岗就业政策
促进脱贫群众持续增收

三江侗族自治县层层压实责任，推进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创

业政策，推动劳动者体面劳动、全面发展，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

成果。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全县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人数 49909

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3.9%，务工规模总体稳定。

一、聚焦“一个重点”，推动政策落实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国家挂牌督办“就业帮扶”存在问

题，强化措施，以完成“挂牌督办”整改摘牌为目标，推动脱贫

人口实现稳岗就业。针对国家挂牌督办反馈问题，制定 46 条就业

整改措施，凝聚部门资源力量，积极推进各项就业政策的落实。

针对本县留守劳动力、弱劳动力就业困难问题，及时发布就业招

聘信息，把就业岗位信息和就业帮扶政策及时送到乡镇、村。目

前已完成 20 场次务工招聘活动，通过线上线下、手机短信推送岗

位信息 50901 条。通过政府搭台，组织企业、脱贫群众签订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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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实现群众体面就业，有效维护合法权益。

二、坚持“二个强化”，推动更高质量就业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坚持把稳岗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点任务，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为

双组长的就业帮扶专项整改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县委常委会、政

府常务会、领导小组会、专题会，定期研究就业工作，协调解决

各项重大问题。加大资金投入，统筹全县资金 1 亿元保障就业帮

扶工作，推动各项就业政策在基层的精准落实。二是强化资源整

合。依托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定点帮扶、粤桂协作以及各级单

位定点帮扶力量，进一步加强对外协作力度，致力用好区外务工

就业资源，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4745 个，带动 12098 人在东部地区

就业。依托项目扩大就业容量，全县第一批衔接资金项目共安排

脱贫劳动力就业 325 人，达到每个项目不少于 10%的用工需求优

先吸纳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对象的要求。用足产业帮扶政策，赋能

企业发展，增强吸纳脱贫人口就业能力。累计投资 186 万元建设

江川残疾人集中就业基地，共安置 78名残疾人就业。江川残疾人

集中就业基地荣获第二批全国残疾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称号，成

为广西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产业基地。

三、做实“三个精准”，推动稳岗就业全覆盖

一是政策落实精准。推进帮扶车间带动就业，建立县乡领导

联系帮扶车间制度，研究解决帮扶车间困难和问题，新认定 21 家

帮扶车间，目前共有 60 家帮扶车间，共带动脱贫人口就业 818 人，

均超过整改既定目标任务数。建立健全“按需设岗、以岗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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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岗领补、有序退岗”公益性岗位动态管理机制，因地制宜开发

乡村保洁员、村寨防火员、易安楼栋长等岗位，安置脱贫人口就

业 7002 人，完成目标任务的 100%。落实稳岗补助政策，做好外

出务工脱贫人口的稳岗补助申请宣传和指导，已发放区外务工一

次性交通补助 10302人 551.9万元；落实县内劳务补贴 1218人 64.2

万元；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210家企业 179.7 万元。二是就业培训精

准。依托挂村干部、帮扶干部、驻村干部、“两委”干部等力量，

深入村屯开展走访排查，摸清就业需求底数，建立台账。根据脱

贫劳动力自身条件和企业用工需求，精心设置培训项目，精准开

展农村实用技术、通用工种项目、帮扶车间岗前培训等培训项目。

目前，共培训脱贫劳动力 5870 人次，较去年增长 15.3%，完成整

改目标任务的 117.4%。三是信息核实精准。以“工作令”的形式，

实行就业信息月更新制度，整合乡镇包村工作组、驻村工作队、

村“两委”干部、帮扶联系人力量，依托线上大数据比对，对脱

贫劳动力进行动态监测预警，核实核准就业信息，并每月电话随

机抽查或者入户随访，确保账实相符。

（三江侗族自治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办公室 杨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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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

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市、

县（市、区）乡村振兴局，乡村振兴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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