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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Z

●   持续改善脱贫地区基础设施条件

加大农村产业路、旅游路建设力度，实施“快

递进村”工程。

●   进一步提升脱贫地区公共服务水平

加强脱贫地区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基础能

力建设，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地震高烈度设防地

区农房抗震改造。

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

●   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

健全多部门联动的风险预警、研判和处置机制，

实现对农村低收入人口风险点的早发现和早帮扶。

●   分层分类实施社会救助

对基本生活陷入暂时困难的群众加强临时救

助，做到凡困必帮、有难必救。　　

●   合理确定农村医疗保障待遇水平

统筹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三重保障制度综合梯次减负功能。

●   完善养老保障和儿童关爱服务

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按照最低缴费档

次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返贫致贫人口、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

或全部保费。

●   织密兜牢丧失劳动能力人口基本生活保障底线

按困难类型及时给予专项救助、临时救助等，

做到应保尽保、应兜尽兜。

脱贫地区整体发展

●   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

确定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从财政、

金融、土地、人才、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

给予集中支持，增强其区域发展能力。

●   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

    量参与帮扶机制

原则上一个东部地区省份长期固定结对帮扶一

个西部地区省份。

政策有效衔接

●   做好财政投入政策衔接

过渡期内延续脱贫攻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   做好金融服务政策衔接

加大对脱贫地区优势特色产业信贷和保险支持

力度，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发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

●   做好土地支持政策衔接

继续开展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

●   做好人才智力支持政策衔接

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农业科技推广

人员探索“县管乡用、下沉到村”的新机制。

加强党的领导

●   做好领导体制衔接

建立统一高效的决策议事协调工作机制。

●   做好工作体系衔接

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重的

村，继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健全常态化驻

村工作机制。

●   做好规划实施和项目建设衔接

将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重大工程项目纳入“十四五”相关规划。

●   做好考核机制衔接

脱贫地区开展乡村振兴考核时要把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纳入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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