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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汝阳县召开贫困县
脱贫退出动员大会，动员全县上下对
照标准强弱项，聚焦重点补短板，以

“双月攻坚”为载体，以精准为标准，
以问题整改为导向，以高质量脱贫摘
帽为目标，以绣花功夫坚决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战，全力以赴确保如期实现
脱贫摘帽，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围
绕脱贫退出，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全面
提升，强化组织保障、认真制订方案、
严格标准程序、把握关键环节对表推
进，强化“造血”功能，探索建立新型
扶贫产业模式，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
定增收。

近年，汝阳县委、县政府紧紧围
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脱真
贫、真脱贫”要求，按照省、市历次脱
贫攻坚推进会议安排，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
聚焦“五个一批”“六个精准”，持续
强化主体责任、产业支撑、要素保
障、工作落实，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
坚这场硬战。

对照“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
的识别退出标准，采取“一进二看三
算四比五议六定”的工作法，严格“四
议两公开”“两评议两公示一比对一
公告”民主程序，认真开展动态调整
工作。经过2019 年动态调整，截至
目前，全县共有贫困人口 13647 户
53285 人，经过持续攻坚，累计实现
57 个贫困村 9039 户 39527 人脱贫
退 出 ，还 有 未 脱 贫 人 口 4608 户
13758人。

2019年，全县计划退出17个贫
困村、减贫 9000 人，贫困发生率降
至 1.09% 以 下 ，贫 困 村 退 出 率 达
94.9%。通过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

保证群众对脱贫攻坚工作的认可度
超过 95%。为保证年度目标实现，
该县以“问题清零”为载体，以实现

“高质量脱贫”为目标，出台了《关于
决胜 2019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
县脱贫摘帽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压
实脱贫攻坚责任实现问题清零的实
施意见》《关于切实关心爱护脱贫攻
坚一线干部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
制度措施，强化责任落实、工作落
实、政策落实，巩固脱贫成效，提升
群众满意度。

划分战区 精准管理

为持续压实各级责任，在县级领
导分包贫困村、非贫困村全覆盖、定
点帮扶和“一对一”帮扶全覆盖的基
础上，汝阳县将全县分为北部、中部、
东南、西南四大战区，由县委主要领
导任全县第一总指挥，明确指挥长对
所在战区及分包乡镇的脱贫攻坚工
作全权领导，从工作谋划、项目实施、
资金使用，到基层基础、人员调配、帮
扶对接等全面负责、全程督促。同
时，为每个战区预算 50 万元工作经
费，由各战区统筹安排、研究使用。
按照“一级网格到战区、二级网格到
乡镇、三级网格到行政村、四级网格
到村组、五级网格到户”的原则，把全
县所有农户统一纳入网格进行管
理。持续深化“九个一”大走访，做到
遍访贫困户、遍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遍核政策落实，深入开展“问题清
零”大排查、大整改活动。每周明确
帮扶主题，围绕精准识别、精准退出、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提升、群众满意
度、十大政策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排
查、梳理、上报，并建立台账，逐项解
决销号。截至目前，全县共排查发现
问题4.3万条，其中交办行业部门落
实1.3万条。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持续强化产

业支撑。2019年脱贫攻坚项目库共
规划项目588个，其中产业扶贫项目
300 个。坚持因户施策、精准施策，
鼓励贫困群众通过外出务工增加收
入。建立具有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务工台账，通过“一对一”岗
位对接等措施，精选项目、抱团务工，
已累计实现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22679人。积极开发河道巡查、生态
护林、道路养护、农村保洁等公益性
岗位 1584 个，实现贫困人口本地务
工增收。逐步降低贷款门槛、扩大贷
款规模，为群众发展生产、创业增收
提供资金保障。今年以来，全县共计
申报小额贷款750笔10565万元，其
中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申 报 163 笔
2758 万元，务工返乡创业人员 391
笔 5466 万元，可带动就业 2300 余
人。健全精准管理机制、“倒逼”机
制、党建引领机制、完善干部激励机
制，有效保障扶贫政策、措施、项目、
资金等落实到位。

“双月攻坚”精准目标

汝阳县扎实开展“双月攻坚”行
动，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今年7月以
来，县四大班子领导分别深入乡镇、
村开展脱贫攻坚专题民主生活会，
围绕“四对照四查看四提升”主题，
深入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提出
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找准全县脱
贫攻坚工作存在的不足和短板。动
员全县上下提振精神，对标校表，查
漏补缺，利用两个月时间在全县开
展“双月攻坚”行动，全面开展脱贫
人口“回头看”，确保圆满完成年度
减贫任务，如期实现贫困退出各项
指标全面达标。

在“双月攻坚”活动开展期间，全
县分别在乡镇自评、战区互评及县级
抽查总三个环节对排名靠前的单位
和个人分别予以表彰并奖励相应的

工作经费；工作成绩突出的待脱贫攻
坚结束后予以优先提拔使用。同时，
也将对工作落实不力、存在严重问题
的启动追责机制。

充分利用视频会议系统，每周组
织行业部门业务骨干对基层干部进
行政策培训，增强基层干部攻坚能
力。组织开展“咱们一起奔小康”基
层宣讲 379 场，举办“百姓宣讲直通
车”集中宣讲300余场，受众17万余
人次，让群众了解政策、掌握政策、享
受政策。评选“星级文明户”3400余
户，选树脱贫致富先进典型30余名，
用身边人、身边事激发贫困群众干事
创业、摆脱贫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突出抓好就业帮扶，对有劳动能
力并有就业意愿的搬迁群众开展就
业技能培训，增强造血功能，真正实
现“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目标，形
成“安居与乐业并重，搬迁与脱贫并
进”的局面。该县认真开展行业政策
大排查活动，依托网格化管理，将脱
贫攻坚十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逐乡、
逐村、逐户筛查，逐项、逐类督促落
实，确保各项政策真正落实、落细。
大力实施励志、孝心、靓家三项工程，
促进贫困群众创业就业、孝老爱亲、
改善环境，以生活新环境焕发精神新
面貌，形成自尊自信自强的内生动
力，提升贫困群众主动脱贫意识，推
动物质和精神“双脱贫”。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
长的路。尽管扶贫工作难度大，但汝
阳全县上下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
闯劲，啃硬骨头、涉身险滩的干劲，切
实扛稳政治责任、全面补齐工作短
板，把全部精力放在狠抓落实上，把
一切功夫下在务实求效上，以最过硬
的作风发起总攻，以最强大的合力攻
坚克难，以最有力的措施决战决胜，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摘帽，坚决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

（吴会菊 丁霄毅）

汝阳县召开贫困县脱贫退出动员大会，落实责任确保如期实现目标

对照标准强弱项 聚焦重点补短板

近日，正是菊花采摘季，在汝
阳县多个乡镇种植的各色品种菊
花种植基地，到处呈现出采摘的
盛况。

在内埠镇柳沟村吴起香菊种
植专业合作社内，社员们忙着在采
摘和晾晒野菊花。

在付店镇火庙村烘焙作业厂
房内，花香袭人。正在细心摆放
菊花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村的菊
花是纯天然的，再加上海拔高、温
差大，品质有保障。”

在菊花种植的田园里，金灿灿
的菊花显得美丽诱人，淡淡芬芳也
随着秋风弥漫开来。火庙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理事长王小报说：“火
庙村地处深山区，人多地少，靠传
统的农业种植，社员收入低，贫困
人口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从宜
阳县引进杭白菊、金丝皇菊、婺源

皇菊等优质品种。流转土地种植
菊花 300 余亩，目前正值釆摘季
节，村民们采摘的菊花经过烘干包
装后出售，年预期利润可达 20 万
元，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

在三屯镇岘山脚下，一望无
际黄灿灿的菊花散发着迷人的芳
香。近年，三屯镇党委、政府镇积
极鼓励农民引进种植北京菊、苏
北菊、金丝菊、婺源黄菊、贡菊、黄
蜀葵花等花卉。

南保村金博菊花种植专业合
作社种植菊花不仅带动当地农民
脱贫致富，还带动了周围城关、刘
店、小店等镇农民积极发展菊花
种植，金色的菊花已成为汝阳农
民走高效农业脱贫致富之路的新
希望。

康红军 周彦儒 汪莎莎 文/图

“扶贫菊花”促增收

“我入党已经31年了，现在还能回想起
在入党志愿书上一笔一画写下的誓词：我志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主题教育中，通过
开展的‘八问’大讨论活动，我检视自身，让我
更坚定了，明白了能被群众选为支部书记是
群众信任我，我更得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现在我们村吃穿不愁、交通不愁，党群一条
心，未来肯定越来越好。”栾川县狮子庙镇山
岔村党支部书记杨保全说。

开展“八问”大讨论活动，是栾川县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创新的自
选动作。何为“八问”？即，领导干部要经常
自我问一问，一问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态度是否端正；二问是
否还记得入党志愿书上写的是什么；三问是
否做到了把老百姓的诉求、把老百姓的事放
到了首位；四问是否把主要精力投入工作
中；五问是否做到了担当作为，狠抓县委工
作决策的落实；六问是否做到了事不过夜、
马上就办；七问是否把讲政治落实到思想
上、工作上而不是口号上；八问是否做到了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做一点一件违纪和
违法的事情。

在活动开展过程中，该县将开展“八问”
大讨论作为学习研讨的一项内容，组织开展
专题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科级领导干部
参加领导班子组织召开的专题研讨会，其他
党员干部参加党支部组织召开的专题研讨
会，围绕“八问”及自身查摆问题深入研讨，全
体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坚持问题导
向，结合“八问”学习研讨查摆自身问题，真正
触及思想灵魂，找准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入
剖析问题原因，找准症结关键所在，明确努力
方向。针对自身围绕“八问”大讨论查摆出的
问题，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分别明确工作目
标、整改措施，抓好问题整治。通过本次大讨
论活动，该县党员领导干部检视了学风、作
风、群众工作等问题，用高质量的主题教育激
发全县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推动全县党
的建设高质量和经济发展高质量。

“通过‘八问’大讨论活动的开展，更让
我坚定了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要铸牢初
心、增强本领，为民服务、为民解忧，在今后
的工作中也要始终坚持将理论学习与为民
服务相结合，‘以百姓心为心’‘行利民之事’

‘谋富民之策’，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征程中不断奋斗。”栾川县石庙镇党委副书
记郭松晓说。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栾川县结合主题教育方案安排，追求实
效，避免形式主义，落实规定动作，创新自选
动作，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心走实。

（张瑜嘉 柴伊辉）

创新自选动作
推进主题教育高质量

当下，栾川县秋意正浓，犹如一幅多彩画卷。
行走在栾川县城区街道，碧空如洗，植被沐浴

在阳光下；游园里，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在跑步运
动，在草坪上拍照留念；伊河水系廊道中，市民尽
情游览，怡然自得。

近年，栾川县狠抓生态文明建设，围绕“园林
城市”做文章，实施河道治理、通道绿化、公园游
园、生态廊道等生态环境建设工程，营造良好人
居环境努力打造伊水栾山养生城，使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马鹏远 卢天奇 摄

秋色美如画

“自来水管道终于铺设好了，再也不用
担心今冬吃水问题了……”近日，看着供水
主管道铺设完成，很快就可以和县城自来水
主管网完成对接，一直操心吃水问题的栾川
县城关镇陈家门社区居民终于安下了心。

此前，因项目施工造成了部分供水管线
损坏，使得社区2个居民小区及附近学校近
期一直依靠临时管道供水。眼看着天越来
越冷，对这里的群众来说，临时管道裸露在
外，冬天会不会上冻、能不能吃上放心水成
了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

群众所需，工作所至。接到群众反映
后，该县立即协调相关单位、社区“两委”及
施工单位，多部门联动现场办公，督促施工
方尽快推进供水管道恢复工程，确保群众正
常供水。

“行动快，解决也快，真是解决了吃水的
大难题。”陈家门社区的群众这样说。

有问题就整改落实，更要让群众满意。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栾
川县紧紧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把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
迫问题作为整改落实的着力点，严格对表对
标，在抓好问题整改落实中不断提升主题教育
成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真行动、真变化。

为此，栾川县坚持开门抓主题教育，将
回应群众关切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标
尺，做到需求让群众提出，实施让群众参与，
最终成效让群众评判。该县通过坚持“自
检”与“他检”相结合，在对照党章党规、对照
工作内容、对照群众需求找差距、做好“自
检”的同时，采取在网络平台发布征求意见
公告、设立意见箱、设立专线电话，发放征求
意见表、分层次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强化

“他检”，“开门纳谏”、广开言路，广泛征集意
见建议，着力找准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

题。同时，该县将征求的问题进行分类梳
理，扎实开展“旧账清零”“解民忧、纾民困、
暖民心”“让群众更满意”三大行动，从各单
位确定的 286 项立行立改事项和 171 项群
众最急最忧最盼民生问题中，选取34项重
点民生实事作为县级层面主攻点，把初心落
实到为民服务中。

“目前，供热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就绪，今
冬供热将如期启动，保障市民温暖过冬。”栾
川县热力公司负责人说道。

针对栾川县城广大居民期盼能够早日
实现供暖的问题，该县不仅保障如期供暖，
还投资 670 万元新建 65 吨锅炉一座，新发
展用户440户，新增供暖面积10万平方米，
让更多居民享受到集中供暖民生红利。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县城区部分道路
破损严重、影响出行问题，该县实施了县城
区道路提升改造工程，修复坑洼路面27000

余平方米、雨污水井160余个。
“路修好了，出行也更方便，更舒心。”家

住伏牛路上的居民朱海乐说。
“办事堵点办事难”“基层医疗机构条件

差”“县城区停车难问题突出”……针对一项
项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栾川县积极整
改落实，改进工作机制，采取有效措施，为民
服务解难题。

开展主题教育，群众是“阅卷人”。栾川
县坚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
效的根本标准，不仅要求检视问题准，更注
重从严从实抓问题整改，让马上就办、真抓
实干、即知即改、立行立改成为工作常态。
同时，该县还坚持扩大群众参与、接受群众
监督、邀请群众评判，通过媒体将各项整改
情况及民生实事推进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
让群众当“监督员”，以整改落实的成效取信
于民。 （张瑜嘉 张耀）

栾川县着力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问题，推动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真心为民解难题 取信于民见实效

▲三屯镇南保
村村民在摘菊花

▲ 内 埠 镇 柳
沟村村民在晾晒菊
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