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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三四五工作法”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王志斌 

江苏省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截至 2018 年底，江苏省如皋市共有建档立卡低收入户 16321 户、33228 人，省市经济薄弱村 33 个，还有 941

户、2006 人未脱贫，全市新一轮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累计脱贫率 94.14%，超过南通平均数 92.7%；33 个省市经济

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在 40万元以上，有 3个省定、2个南通市定经济薄弱村脱贫（连续 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0万元），圆满完成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序时目标任务。 

抓住“三个关键” 

精准定位精心组织 

精准识别。严格把好关口，对照省市脱贫标准，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 7000元的农户深入开展全面排查，进行建档立卡，

并加强与行业部门的数据比对和信息互联共享，实施阳光扶贫。对全市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数据进行清洗完善，做到“应进则

进、应退尽退”，进一步锁定帮扶对象。同时，对 13个省定经济薄弱村、20个南通市定经济薄弱村以及 105个市“双联双助”

村进行重点帮扶。 

精确定位。对照“十三五”扶贫工作要求，明确 2019年底所有农村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全部脱贫，所有经济薄弱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 50万元，确保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任务。 

精心组织。持续深入开展“机关部门联村，助推小康建设；党员干部联户，助推脱贫致富”的“双联双助”活动，2019 年

组织 72家市级机关单位与 105个重点经济薄弱村进行了结对，并从市级机关单位选派了百名副科级干部到村担任“双联双助”

书记，充实帮扶力量。实现“市、镇、村”三级整体联动，组织 8978名党员干部与 1.6万多户低收入户进行结对，做到帮扶经

济薄弱村和建档立卡低收入户“两个全覆盖”。 

实施“四个一批” 

精准施策靶向治疗 

发展产业造血扶贫一批。13个省定经济薄弱村的项目全部完成，已下拨资金 988.75万元，其中有 9个村的项目已取得租金

收入 48.6万元。20个南通市定经济薄弱村中有 17个村分别购买商业用房,其中 12个村已对外出租，取得租金收入 36.99万元；

3个村正在报建加油站项目，预计该项目与通皋大道同步建成投运，每村每年收益不低于 35万元。另外，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

于鼓励经济薄弱村脱贫攻坚的若干政策意见》，对省市级经济薄弱村实施扶持，通过重点扶持经济薄弱村加快土地流转、实施

集体规模经营增收等途径，支持鼓励经济薄弱村脱贫攻坚，力争每村每年集体经营净收益 20万元以上，支持鼓励经济薄弱村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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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确保 2019年底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50万元以上。 

推动行业扶贫解决一批。落实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子女免学费政策及对特殊困难家庭的学生救助工程。2019 年上半年共有

2556名建档立卡低收入家庭学生受到资助 244.92万元；完善医保救助、大病二次补助、民政扶助、慈善捐助、社会帮助的“五

道医疗保障线”，上调民政医疗救助标准，2019年为 33072名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缴纳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保险费用 396.86万

元，有效解决低收入人口因病致贫、因贫返贫问题；将 344 户建档立卡低收入户危房列入改造计划，市慈善会在省补基础上对

翻建的每户再补 1万元、维修的每户补 5000元。 

加强创业就业脱贫一批。实施“春风行动”，搭建用工供需平台。组织举办各类重点群体专场招聘会，针对困难群体设置

治安、市场管理、环境维护等公益性岗位。2019年如皋市共有 1922名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在新型经营主体实现就业。 

落实社会保障扶贫一批。2019 年上半年保障农村低保对象 11967 人次，落实补助资金 2317.31 万元，月平均补差达到 322

元；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市级配套资金 6786.29万元。 

完善“五个机制” 

精准管理合力攻坚 

建立组织保障机制。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原则，建立市四套班子领导、机关部门负责人、第一书记、“双联双助”书记、

镇（区、街道）班子成员与薄弱村“5+1”挂钩服务体系。推行“3+2+1”结对帮户模式，市四套班子领导每人至少结对 3 户新

一轮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副科职以上领导干部每人至少结对帮扶 2户，其他党员干部每人至少结对帮扶 1户。 

完善金融扶贫机制。进一步调整完善如皋市“十三五”扶贫小额贷款发放办法，提高扶贫小额贷款单户贷款额度，每户由 2

万元提至 5 万元，借款期限由最长 1 年延至 3 年，按期还款可享受全额贴息。另外，充分发挥如皋市被列入全国农村承包土地

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县（市）的有利条件，为经济薄弱村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供贷款支持，市财政每年安排 100

万元的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用于村集体经营贷款贴息。 

整合资金投入机制。积极整合涉农资源，推动资金使用方式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整合 97个黄桥老区富民

强村行动村省级补助资金 4148.2万元，购买国有物流园区仓储物流用房对外出租，年收益率达 7%，收益的 20%多分配给建档立

卡对象中脱贫难度较大的一般贫困户、边缘户和困难老军烈属、老党员户。2019年取得租金收入 290.37万元，其中 59.04万元

分配给 1687户脱贫难度较大的建档立卡户。 

建立考核督查机制。继续将扶贫开发工作列入镇区和机关年度目标考核，将脱贫实绩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

对帮扶成果实行“积分申报”办法，引导多办实事多得分。通过召开“双联双助”工作交流会、现场推进会，宣传推介扶贫开

发典型，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认真开展督察巡查工作，督促各有关单位落实扶贫开发政策措施和工作责任，查找解决问题，

改进工作方法。 

建立防止返贫机制。脱贫攻坚期内扶贫政策保持稳定，对脱贫退出的低收入人口、经济薄弱村，按照在一定时期继续享受

扶贫相关政策的要求，做好巩固提升工作，做到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责任。健全临时救助机制，及时将符

合条件的返贫人口纳入救助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