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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俯瞰赣鄱大地，从北到南，浮梁红

柿、江湾雪梨、广丰马家柚、南丰蜜橘、信丰脐橙、

赣南蔬菜，红火火、黄橙橙、绿油油，红橙黄绿勾勒出一幅色

彩斑斓的“五谷丰登”图。

在这片土地上，脱贫攻坚取得了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

2017 年 2 月 26 日，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宣布脱贫摘帽，拉开

了全省、全国贫困县脱贫摘帽的序幕；到 2020 年，现行标准

下全省 25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3058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46

万人全部脱贫……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这

片土地同样交出了亮丽答卷：井冈山、石城、于都、兴国四地

入选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代表国家对外分享展示中国

减贫经验成就；2021 年，在全国乡村振兴四项考核中，我省

各项考核均列全国第一方阵；在 2021 年度国家巩固脱贫成

果后评估中综合评价为“好”的等次，同时资金绩效评价获

得“优秀”等次，获得奖励资金 7.3 亿元；在 2021 年度国务院

30 项重大政策措施督查激励事项中，涉及乡村振兴领域两

项均获激励，其中，信丰县入选“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等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名单，并

获得激励支持；赣州市入选“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成

效明显”的地方名单，并获得激励支持。井冈山市、资溪县

作为 2021 年度“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

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县（市、区），共获国家支持资金 1 亿

元，两地年度评估分获“A”“B”级等次，全国综合排位前 10

名，获国家奖励 800 万元、并增加我省 2022 年度 1 个项目县

（市、区）名额。我省产业帮扶、就业帮扶、防止返贫监测帮

扶、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扶贫项目资产管理等创新经验得到

国家肯定并推广。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如何

守 住“ 底 线 ”，确 保 不 发 生 规 模 性 返 贫 ？

如何及时从数千万人口中发现脱贫不稳

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

外事故等致贫的困难户？又如何帮助他

们摆脱困难？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关键是提前发

现返贫致贫的苗头。早在 2020 年 10 月，

新余市出台了《关于加强部门参与长效

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的实施方

案》。依托电子政务共享数据统一交换

平台，打造新余市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发挥系统信息门类广、速度快、数据准的

功能优势，以县（市、区）为主体，各部门

参与，将信息比对贯穿预警、监测和帮扶

全过程各环节，为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

提供数据支持。

在此基础上，我省开创性地开发“江

西省防返贫监测平台”。以“农户自主申

报、部门数据比对、干部常态摸排”三线

并行模式，合理设置预警标准，确保符合

监测对象条件的农户应纳尽纳、一人不

漏。为夯实脱贫基础，我省抓排查整改，

多次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排查

行动，通过逐村逐户逐人逐项排查，检查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产业就业帮扶、搬

迁 后 扶 等 13 项 内 容 ，建 立 问 题 清 单 ，逐

个整改到位。

同时，我省建立省市县三级乡村振

兴系统双月调度推进机制，采取全省视

频会形式，调度进展、通报问题、交流经

验、提出要求，调度监测对象收支状况、“三保障”和饮

水安全状况等，重点检查监测对象新增识别户或自然

增减户的帮扶措施落实情况。同时，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暗访督导中，省乡村振兴局联合其他单位采

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要陪同、不听汇报和直奔基

层、直接入户的“四不两直”方式，进村入户抽查核实

监测对象落实帮扶、风险消除等情况，发现问题并督

促立行立改。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有长效机制。

2020 年 2 月，原省扶贫办、省财政厅、江西银保监局

联合出台指导意见，在全省有脱贫攻坚任务的县（市、

区），为农村“两易户”（指“因病”“因学”“因灾”及不可

抗力因素等易致贫低收入户和易返贫的脱贫户）实施

防贫保险，构建防范致贫返贫风险长效机制，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

省乡村振兴局强化组织调度，定期将防贫保险开

展情况纳入双月调度范围，对各地参保、理赔情况进

行 调 度 ，推 动 切 实 发 挥 保 险 作 用 。 特 别 是 在 汛 情 期

间，我省对受洪灾影响较严重的地方，组织实地调研，

及 时 督 促 快 速 开 展 防 贫 保 险 勘 察 、定 损 、理 赔 工 作 。

同 时 ，督 促 各 部 门 做 到 及 时 参 保 、及 时 审 核 、及 时 理

赔，让防贫保险筑牢“防贫堤”。去年，全省累计投入

防 贫 保 险 资 金 1.38 亿 元 ，全 省 共 启 动 防 贫 保 险 理 赔

5077 例 7000 多万元。

青山如黛远村东，嫩绿长溪柳絮风。走进茶园环

绕、曲径通幽的浮梁县臧湾乡寒溪村史子园村民小组，

这个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以人居环境提升为契机，找

准文化传承切入点，推出茶旅、茶艺振兴之道路，成为国

内茶旅推介会、研讨会、艺术节、音乐节等网红打卡地，

2021 年，寒溪村村集体收入达 30 多万元，全村人均收入

超过 2 万元。

无数个寒溪村的变迁，汇聚成彪炳史册的成就。脱

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续奋

斗，全省上下满怀信心开启新征程。

如何让搬迁群众搬得出、住得下，有产业、能致富？

我省创新推行“点长制”，明确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由县

级领导或乡镇负责人担任“点长”，帮助易地搬迁群众实

现就业，安置社区治理、发展集体经济等工作。同时，建

立“点长牵头+党建引领+移民管理服务中心+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社区共建”工作模式，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平台，加强安置点居民的日常管理、生活文化服务

等。目前，全省 886 个安置点均实现“点长制”全覆盖。

如何推动全省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精准落实？

依托原“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我省探索建立乡村振

兴大数据管理系统农村厕所革命分系统，设“精准建档、

精准摸排、精准整改、精准管护”四大模块，为厕所“建

档”，摸排和整改问题厕所，从而实现全部厕所精准

管护。江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基本

实现，“厕所革命”三年攻坚任务超额完成。目

前，全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76.4%。

如何让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我省积

极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致富带头人、家

庭农场等新型帮扶经营主体，实行“搭

建六类平台、完善一套机制”的“6+1”

就业帮扶模式，通过帮扶企业、工业

园区、帮扶车间、合作社、公益岗位

等 就 近 就 地 就 业 ，其 中 建 设 村 级

（联村）扶持产业基地 1.53 万个，

直接带动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发展

17.28 万户，带动就业 8.14 万人。

2021 年，全省脱贫户人均收入达

14391 元，同比增长 14%；脱贫县

农民人均收入达 14452 元，同比

增长 12.2%。截至今年 8 月底，

全 省 脱 贫 劳 动 力 实 现 就 业 达

138.3 万人。

如何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

管理？围绕“资产家底清晰、产权

归属明晰、类型界定科学、管护主

体职责明确、运行管理规范”目标，

在江西省精准脱贫大数据平台基础

上，我省开发了扶贫资产管理系统平

台，可以“自下而上”对扶贫资产进行

大排查、大清理，也可以“自上而下”由相

关资金行业部门结合扶贫资金项目建设

和资金使用台账进行追踪核查。2021 年，全

省共清查扶贫项目资金总规模 654.07 亿元，项

目资产总规模 636.7 亿元，形成资产占比 97.35%。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

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

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

顶层设计夯实基础。

去年 5 月 26 日，江西省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紧接

着 11 个设区市乡村振兴局先后成立，并立即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领导机制，乡村振兴全面提速。我省聚焦“三类

区域”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把 100 个县（市、区）划为 18 个

先行示范县、57 个整体推进县、25 个重点帮扶县，分类指

导帮扶；从全省选定了 1841 个村，进行重点扶持，“十四

五”期间，每年每村给予 100 万元资金扶持。

在“四化建设”中重组乡村振兴工作站（室），全省

1565 个乡镇扶贫工作站、1.75 万个村级扶贫工作室全部

转为乡村振兴工作站（室），建设配置“规范化”、服务管

理“网格化”、信息采集“专业化”、协调对接“精细化”，全

面提升乡村振兴保障能力，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乡村振

兴系统同频共振落实工作。

乡村要振兴，发展要先行。

——我省把持续推进产业帮扶作为首要发展任务，瞄

准现代化方向，实施“赣鄱正品”品牌创建三年行动，创新

“农业+N”融合模式，发展壮大绿色大米、生态水产、有机蔬

菜、休闲农业等千亿元产业集群，赣南脐橙、“四绿一红”（江

西茶叶）等一批百亿元产业集群，产业逐渐“强起来”；

——全省坚持精准化理念，针对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脱贫人口等各类主体，用好财政惠农信贷通、小额

信贷政策，让政策“活起来”；

——江西持续深化消费帮扶，规范帮扶产品销售管

理，继续开展“六进”活动，累计帮助销售帮扶产品金额

85.9 亿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采购金额 9.26 亿元；

——我省注重多元化受益，加强经营主体带动增

收、村级集体参与增收、脱贫群众多元增收模式，让脱贫

群众充分融入产业利益链和嵌入产业价值链，注重租

金、股金和佣金的“三金收入”，让利益“联起来”。全省

培育带动经营主体 5.18 万个，直接带动脱贫户和监测对

象发展 28.46 万户，带动就业 18.89 万人。

既富口袋又富脑袋，生活因文化更美好，集民智、汇

民力，我省乡村治理效能持续加强。

近年来，我省立足“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着力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以思想引领立心铸

魂、道德教育成风化人、文化振兴惠民利民，从而实现移

风易俗弘扬新风。全省面向基层农民群众组建宣讲队

伍 134 支，开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等特色

宣讲 3400 余场，坚持每月组织“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中国好人”上榜人数连续三年排名全国前五，

组织 1752 个省级文明单位结对帮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积极开展文明村镇创建工作，先后评选了 138 个全国文

明村镇、200 个江西省文明村镇。

如今，我省“田秀才”“土专家”“农创客”等新农人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技术、新思维、新理念赋能我省新

时代“五美”乡村，一幅农业有干头、农村有看头、农民有

奔头的乡村振兴画卷已徐徐展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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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接续奋斗

学员在兴国县一家职业培训机构

参加“兴国表嫂”家政培训 陈 鹏摄

瑞金市黄柏乡坳背岗万亩脐橙基地瑞金市黄柏乡坳背岗万亩脐橙基地 周建云周建云摄摄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黄小勇在石城县珠坑乡坳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黄小勇在石城县珠坑乡坳

背村麒麟山种养基地培养产业致富带头人背村麒麟山种养基地培养产业致富带头人 温京燕温京燕摄摄

于都县贡江镇潭头村的巨幅

稻田画既震撼又美观 肖章荣摄

从 空 中 俯 瞰 横 峰 县 好 客 王 家从 空 中 俯 瞰 横 峰 县 好 客 王 家

七彩的房屋犹如油画一般七彩的房屋犹如油画一般 薛薛 南南摄摄

井冈红旗雕塑井冈红旗雕塑 （（井冈山市委宣传部供图井冈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浮梁县臧湾乡寒溪村史子园茶山 （浮梁县乡村振兴局供图）

（本版文由省乡村振兴局提供）

修水县黄沙镇汤桥村易地扶贫搬迁安修水县黄沙镇汤桥村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整体风貌置点整体风貌 （（修水县乡村振兴局供图修水县乡村振兴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