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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

2.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

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

全保障成果。

对存在因灾返贫风险的农户，符合

政策规定的可先行落实帮扶措施。

加强农村高额医疗费用负担患者监

测预警，按规定及时落实医疗保障和救

助政策。

研究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

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

 持续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

强化帮扶产业分类指导，巩固一批、

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推动

产业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

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符合条件

的纳入农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

提升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实效。

推进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落实

东西部劳务协作帮扶责任。

 加大对重点地区帮扶支持力度

持续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

团式”帮扶和科技特派团选派。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向脱

贫地区倾斜。

易地搬迁至城镇后因人口增长出现

住房困难的家庭，符合条件的统筹纳入

城镇住房保障范围。

“三个提升”

1.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

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

村产业体系。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支持打造乡土特色品牌。

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休闲露

营等新业态，推进乡村民宿规范发展、

提升品质。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

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精深加

工协同发展，促进就近就地转化增值。

支持区域性预冷烘干、储藏保鲜、

鲜切包装等初加工设施建设，发展智能

化、清洁化精深加工。

 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

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促进

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共

同配送。

布局建设县域产地公共冷链物流

设施。

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发展

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

加强农村流通领域市场监管，持续

整治农村假冒伪劣产品。

 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支持农户发展特色种养、手工作坊、

林下经济等家庭经营项目。

开展农民工服务保障专项行动，加

强农民工就业动态监测。

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推广订

单、定向、定岗培训模式。

鼓励以出租、合作开发、入股经营

等方式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增加农

民财产性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