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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Z

    本刊综合

秆焚烧管控管理平台，加强对农作物秸秆焚烧火电监控监测。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监管。建立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在线受

理机制，引导农村居民通过 App、小程序等方式参与人居环境网络监督。

 深化乡村“互联网 + 教育”。面向农村重点群体开发涉农教

学资源，开展各类涉农信息技术、农村电商、信息产品使用、劳务品牌等

专题培训，促进农村劳动者就业创业。

 推进“互联网 + 医疗健康”。构建远程医疗协同体系，逐步

实现医疗机构间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共享。推广医保电子凭证在农村

地区全面应用，推动农村医保经办服务网上办理。

 完善农村社保与就业服务。推广电子社保卡普及应用，扩大

便民服务终端覆盖范围。加强乡村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依托“金保

工程”和各地公共招聘网络渠道，面向农村居民提供就业信息服务。

 提升面向农村特殊人群的信息服务水平。加强农村留守老年

人信息管理，简化农村“三留守”人员、残疾人补贴申请受理流程。发展“互

联网 + 助残”，推动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纳入农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平台。

 深化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深入开展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

推进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在农村特色产业、农产品收购等领域的应用，创新

助农服务模式。网络帮扶拓展深化行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依托防止返贫大数据监测平台，对脱

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

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进行常态化监测帮扶。继续大

力实施消费帮扶，支持脱贫地区探索消费帮扶新业态新模式，带动脱贫人

口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致富。

 做好网络帮扶与数字乡村建设有效衔接。支持脱贫地区因地

制宜开展数字乡村建设，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数字乡村聚力行动。

探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着力提升脱贫地区农村人口的数字

素养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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