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聚焦我市扶贫工作：

扶贫更需扶志，拾信心才能除穷根
———江苏高邮一户一策消灭小康“死角”

新华社南京9月30日电（新华社记
者 蔡玉高 蒋芳）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扶
贫工作如何开展？位于江苏苏中的高邮市
有新的探索。对经党政干部大走访活动中
严格筛选出的411户困难家庭，当地有针
对性地出台一户一策帮扶办法，从精神陪
伴、精准医疗、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帮助这
些家庭真正除穷根、拾信心，将扶贫工作
切实做到群众的“痛点”上。

大走访挖出小康“死角”

江苏省高邮市的人均 GDP超过 7万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6万
元、低保户每月享有500多元的补贴。然
而，这里仍有小康“死角”。

父亲去世、母亲患癌症多年、祖母中
风在床 20多年、本人精神失常；46岁重
病瘫痪在床，全靠80多岁的老母亲一人
照顾；儿子在事故中去世后，儿媳出走，70
多岁的老夫妻抚养10多岁的孙女……记
者走访了解到，这些困难家庭各有各的不
幸，令人揪心。

46岁的龙潭村村民张玉金因工伤导
致重度残疾，常年瘫痪在床，妻子离家出
走，整个家庭靠81岁的老母亲一人苦苦
支撑，至今还有8万元债务。前不久，老母
亲生病住院不到两天，就央求医生让她出
院。“最怕倒下后，儿子没人管。”老人噙着
泪水说。

今年年初，江苏全省开展了党政干部
大走访活动，高邮市委市政府将走访重点
放在困难户上。近半年的走访发现，像张
玉金这样的困难家庭，全市 221个村和社
区都有，致贫致困主要是因病、因残、因年
老体弱以及遭遇突发灾难、意外伤害等。
如何更有效地帮扶这些家庭是当地党委
政府新的课题。

“谁能想到，高邮还有这么困难的家
庭。”已走访了近百户困难家庭的高邮市

委书记勾凤诚说，“真的很愧疚，我们的工
作还有很多差距。”

一户一策 扶贫更扶志

江苏是全国社会保障网构筑最严密
的地区之一，但仅落实政策仍然难解“心”
困。为此，高邮探索出台了一户一策帮扶
方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保障基本生活
为重点，坚持扶贫与扶志、“输血”与“造
血”并举的精准帮扶机制。

如何界定“最贫困家庭”？在进村入户
走访的基础上，全市共选报了 1104户特
别贫困家庭，并按照贫困程度从强到弱进
行排序。通过上门了解、邻里询问、纵横对
比、逐一核实，最后，经镇与村两级公示、
两级会议研究讨论后，确定了411户全市
最贫困家庭名单。

在确保普惠制政策落地的基础上，当
地围绕这411户家庭的实际情况，从生活
照料、医疗救助、教育保障、住房保障、就
业创业、人文关怀、司法服务、慰问聚焦等
8个方面，制定了 25项与最贫困家庭息
息相关的具体帮扶措施，确保最贫困家庭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
全住房有保障。

记者查阅帮扶表格看到，具体到每家
每户，都有不同的政策“套餐”：缺人照顾
的重病患者家庭，政府补贴 6000元到 1
万元，用购买服务的方式选择近邻、亲戚
帮助照料生活起居；缺乏医疗照顾的家
庭，免费提供家庭医生，乡镇卫生院或乡
村医师每个月至少上门一次，重大疾病要
做到每周一次。

子女教育事关家庭未来。该市教育局
排查出了需教育帮扶的 172户 188名在
校生，其中残疾家庭学生 70人，孤儿或事
实孤儿32人，多子女就学家庭14户。通
过“一人一档”“一人一策”“一人一师”等
帮扶举措，落实到校、到户、到人的教育精

准帮扶工作体系。目前，130名“爱心妈
妈”已正式上岗，除学习辅导外，她们每月
还要与结对孩子谈一次心、吃一次饭、逛
一次街、陪理一次发。

帮扶可持续，拒绝“一阵风”

瘫痪在床的人有了专人照顾、常年重
病的人有了专门的家庭医生、经济困难的
企业家结对资助、缺乏关爱的孩子有了

“爱心妈妈”……记者近日在高邮走访发
现，一户一策不仅解了贫困家庭的燃眉之
急，更让他们看到了生活越来越好的希
望。

西河村 43岁的村民查贤忠下肢残
疾，家中没有经济来源。在收到包括 3份
商业保险、房屋维修、照料补贴等详细的
帮扶“套餐”后，他激动地说：“一直觉得自
己拖累了孩子和他妈妈，很绝望。现在好
了，我们查家又有希望了！”

高邮市党政干部在走访过程中，还留
心记录下困难家庭的视频资料，并制成了
最困难家庭纪录片在各级动员帮扶会上
播放，社会各界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据
了解，已有200多家企业加入到认捐活动
中，目前已募集到近 2000万元，一个个
爱心故事涌现，为困难家庭帮扶提供了有
力的资金、舆论支撑。

“江苏肩负着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使命，必须确保小康路上一户不
少、一人不落。”勾凤诚说，为确保走访的
深入性、持续性，不仅要落实一把手负责
制，还将确保每周拿出半天时间走访困难
户，力争年内全部走访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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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0日，新华社播发文章《扶贫更需扶志，拾信心才能除穷根———江苏高邮一户一策消灭小康“死角”》，介
绍了我市有针对性地出台一户一策帮扶办法，帮助困难家庭真正除穷根、拾信心，将扶贫工作切实做到群众的“痛
点”上。今天本报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勾凤诚赴临泽镇部分村走访时强调———

持续不断开展帮扶督查
因地制宜找准增收路径

本报讯（记者 郭
玉梅）9日下午，市
委书记勾凤诚轻车
简从，赴临泽镇部分
村走访慰问最贫困
家庭，与基层干部群
众亲切交流，共同探

寻改善民生致富百姓之
道。他强调，各地各部门
要进一步细化靠实帮扶
最贫困家庭的各项政策
措施，市委选派的帮扶
督查专员要持续不断开
展督查，确保最贫困家
庭各项帮扶政策应享尽
享；同时基层党组织书
记要多学多看，多动脑
筋，不断拓宽眼界，因地
制宜找准本村增收的新
路径，既要带头致富，更
要带领群众致富。

勾凤诚一行先后走
访慰问临泽镇营西村、
营北村、营南村、营东
村、钱镜村 5个村 8户
最贫困家庭，详细了解
每户家庭的家庭现状以
及一户一策帮扶政策落
实情况。看到不少家庭
在党委政府及各相关部
门的精准帮扶下，生活
状况发生明显好转，勾
凤诚深感欣慰。而令他
尤感欣慰的是，市委选
派的 41名帮扶督查专
员全部在岗在状态，经
常深入到最贫困家庭家
中，督查各类帮扶政策
的落实情况，并帮助贫
困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在临泽镇，负责挂钩联
系这 8户最贫困家庭的
5名督查专员对每户的
家庭情况以及帮扶政策
的落实和帮扶过程中出
现的新情况等都了如指
掌，勾凤诚对他们的辛

勤付出表示感谢，同时
希望他们进一步履行
好督查职责，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困难群众
宣讲个性化帮扶举措
和普惠制政策，并根据
各个家庭不同的情况
帮助他们算好“政策
账”，让他们了解通过
享受这些政策所带来
的看得见的实惠。

当日下午，勾凤诚
还来到临泽镇营西村、
营北村、营南村、营东
村、钱镜村各村便民服
务中心，与基层干部群
众亲切交谈，了解各村
集体经济收入情况以
及致富百姓的新思路、
新举措。走访中，勾凤
诚强调，村党组织书记
一定要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先锋模范作用，正
确处理好“过日子”与

“谋发展”的关系、“当
干部”与“自己富”的关
系、“个人富”与“群众
富”的关系，不仅要带
头致富，更要带领百姓
共同致富。要多看多
学、多动脑筋，借鉴外
地富民增收的成功经
验，因地制宜找准适合
本村发展的新路径；同
时要充分利用临泽优
质稻米的种植优势，进
一步提优稻米品种，做
响品牌，扩大临泽稻米
的知名度，提高种植效
益。

市文体中心自开工建设一年多来，各项施工进展顺利，目前整个工程已进入室内装修和周边环境美化阶段，预计 10
月 28日可对外开放。图为文体中心航拍镜头。 王林山 摄

潘学元赴汤庄镇调研，要求

找准集镇产业定位
提高资源统筹能力

本报讯 （记者 周
雷森）昨日，市长潘学元
率相关部门负责人赴汤
庄镇调研，为汤庄镇经济
和社会发展问诊把脉。
他强调，汤庄镇要抓住
S333东段的建设机遇，
以S333为交通轴，以汤
庄大道为发展轴，坚持

“做强液压机械产业、做
大环保机械产业”的思
路，调整完善生产力布
局，构筑发展高地。副市
长邱加永参加调研。

潘学元一行走访了
富达、朝阳、鑫莲等企
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状况，现场察看了 S333
东延汤庄段、文旅用品
项目及黑液塘治理工程
施工现场，并听取了汤
庄镇工作情况汇报。

潘学元指出，今年
以来，汤庄镇党委、政府
带领全镇上下攻坚克
难、扎实苦干、务实奋
进，实施项目源源不断，
企业转型积极主动，全
镇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
两位数增长，镇领导班
子成员发展有想法、有
行动，干部有朝气、有活
力，值得肯定。但仍存在
着产业层次低、诸多资
源未有效整合、区域优
势彰显不够、产业升级
还未起步等问题。

潘学元要求，汤庄
镇要立足产业优势，盘
活存量资源，加大与产

业相关项目的招引力
度，进一步做大做优液
压机械和环保机械两大
产业；要深刻吸取黑液
塘 的 教 训 ， 对 列 入
“263”专项行动关闭计
划的企业坚决予以关
闭，坚决不招引有污染
的项目，进一步做美生
态；要加大工业集中区
建设力度，认真谋划好
集镇建设，进一步做优
载体；要科学合理安排
境 内 工 业 集 中 区 与
S333道口连接，同时对
镇内重要路段进行提档
升级，进一步做优环境。

潘学元强调，S333
东延是汤庄未来几年加
快发展的最大机遇，汤
庄镇要做好生产力布局
及集镇定位，统筹好片
区建设，承接临近县市
产业转移；要坚持规划
先行，以产业规划为核
心，推进“多规合一”；要
创新发展的手段和方
式，规范地方举债行为，
发挥财政支出在稳增
长、惠民生中的作用，同
时要运用市场化手段，
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建设。

就汤庄镇提出的需
要市政府协调解决的问
题，潘学元提出了指导
意见，相关部门进行了
现场答复。邱加永还就
推进汤庄镇工业经济发
展提出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