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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脱贫攻坚已进入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的关键时期和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针对一些
地方不同程度存在畏难厌战情绪、“等靠要”思想等问题，2018年以来，云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贫困村“三讲三评”工作（即：驻村工作队员讲帮扶措施、评帮扶成效；村组干部讲履职情况、
评工作成效；建档立卡贫困户讲脱贫情况、评内生动力），促进驻村工作队员充分发挥作用，督
促村组干部主动履职担当，激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勤劳脱贫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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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甸县 | 讲出真心话 评出精气神

针对脱贫攻坚中部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参与度较低、满意

度不高，驻村队员与贫困户沟通不畅，村组干部履职成效不突出等问

题，寻甸县在全省率先探索开展“三讲三评”工作，为顺利实现脱贫

摘帽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讲评”内容上，寻甸县注重贴近实际、服务群众，用群众语

言讲评群众关心的事，提高群众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参与度、满意度。

在“讲评”形式上，规定“讲评”会议由乡镇挂钩领导主持，邀请群

众代表、党员代表、挂联单位领导等参加，现场听取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员、村组干部履职情况和贫困户脱贫情况，并进行相互点评和

民主评议，提升扶贫干部工作透明度，帮助贫困户理清发展思路。在

结果运用上，把“讲评”情况与驻村工作队员、村组干部考核挂钩，

坚持评用结合奖优罚劣，增强工作实效性。对评议结果较差的贫困

户，采取“多帮一”方式深查症结、对症帮扶，不断激发其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

“三讲三评”增强了脱贫工作的透明度，在广大干部中大力倡导

“用行动说话、用效果说话”的实干作风，推动形成同频共振决战脱

贫攻坚的良好氛围。

寻甸县委组织部 杨 涛 

广南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州文件精神，开展“三讲三

评”，推动驻村工作队员、村组干部扛起脱贫攻坚主责主业，激

发贫困户脱贫攻坚主体作用，提升群众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满意度。

紧扣脱贫攻坚主题讲评。驻村工作队员重点围绕脱贫攻坚

政策讲帮扶措施，强调帮了什么、扶了什么；村组干部围绕精准

识别退出、资金投入、项目建设讲操作实施，突出做了什么、怎

么做；贫困户围绕产业发展、危旧房改造、人居环境提升、就

医、就学、就业等讲家庭变化，突出思想转变。

抓住问题短板着力整改。“哪些指标还没完成？”“困难

在哪里？”“危旧房改造群众是否满意？”“集体经济产业如何

发展？”针对讲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找症结、列清单，挂账整

改、汲取教训，各级各部门切实担起各自责任，既加强沟通对

接、密切配合，又分解任务、明确职责。

真抓实干提升群众满意度。结合县委提出的“十到十

同”，驻村工作队员深入群众家中，全面了解相关情况，掌握群

众对帮扶工作和脱贫进度、攻坚成效的看法，解决好群众关注、

关心的问题。坚持“因人施策、一户一档”原则，制订帮扶计

划，引导群众正确表达诉求，化解矛盾纠纷，增强群众脱贫攻坚

的信心和积极性。

广南县委组织部 

鲁甸县 | 对症下药去“病根”

鲁甸县积极探索推行“三讲三

评”，截至目前，已全部启动12个乡镇

96个贫困村（社区）讲评活动。县、

乡、村组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大学生

村官近4000人次参与讲评，动员建档

立卡贫困群众2万多人次。通过面对面

交流、实打实评价、硬碰硬督促和点到

点落实，全县找准“病根”，“治愈”

面对高强度扶贫任务，部分驻村工作

队员、村组干部等一线扶贫干部疲倦懈

怠、产生畏难厌战情绪和部分贫困群众

主动性不强、参与度不高的问题。

借助全县305个村民小组活动场所

等平台，县、乡、村三级党员干部积极

动员，增强干部和群众的参与感、认同

感。讲评前，坚持群策群力，对“三讲

三评”实施方案进行多次讨论修改，确

保方案可行有效。讲评中，聚焦脱贫攻

坚工作，有机融合重点实务，打好“党

建工作+群众工作+重点任务”的组合

拳，同步推进、主动作为、破解难点。

全县通过讲评梳理，收集意见建议、查

找问题共257条。讲评后，县委组织部、

县扶贫办牵头指导，锁定重点讲评对象

对症下药跟踪整改，制定整改措施232

条，立行立改现已整改完成148条。

鲁甸县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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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县龙头山镇龙井村开展“三讲三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