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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 综合施策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大英路径

遂宁市大英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强力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理解有效衔接的丰富内

涵，创新工作思路，把乡村振兴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好抓实，着力

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

平稳转型，切实有效推动大英县乡村振兴。

一、聚焦重点产业，坚定不移推动振兴产业

把产业兴旺作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重要支点，坚持聚焦主导产业、聚集多方资源、延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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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突出绿色发展，务实高效抓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一

是做强农业产业。通过利益联结，把贫困户和村集体“捆绑”起

来，抱团发展扶贫产业，让生产经营活动由松散走向紧密，告别

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不得钱”的尴尬处境。2016 年

以来，38 个贫困村撂荒地减少 85%，新增特色种养项目 3 个，带

动贫困群众发展特色种植业 1.8 万亩，户均增收 750 元。下一步，

将紧紧聚焦全省农业“10+3”农业产业体系，立足巩固大英国家

粮食产能大县、生猪调出大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等现有优势

基础上，以“一核三带六园七业”现代农业空间布局为引领，全

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培育，重点抓好道地中药材、九叶青花椒、

优质柑橘、优质柠檬、优质甜桃、绿色蔬菜和生蓄牧等 7 个特色

产业培育，进一步完善农村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推动农业提

效、农民增收。二是做优农旅产业。近年来，大英整合“郪国文

明”“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卓筒井汲卤制盐技术”“中国死海”

三张名片，创建了国家级、省级、市级休闲农家乐 30 个，形成

了桃花美食节、青花椒采摘节、爱媛“38”号采摘节等一批极具

影响力的乡村旅游节会，打造了以文化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大

英样本”。下一步，将紧密结合“全国知名旅游度假目的地”和

“天府旅游名县”创建，突出“一环两线”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

加快宋井桃溪、绿山微湖和土门垭农业主题公园建设，大力培育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努力构建乡村旅游与中国死海、浪漫地中海、

丝路奇幻城等核心景区相融互补的全域旅游新格局。三是做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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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产业。立足需求导向，紧扣批发市场、电商平台、加工企业等

供求，打通消费扶贫“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大英注册四川扶

贫产品商标 17 家、产品 30 个，设置扶贫产品公益专馆 1 个、专

区 5 个、专柜 40 个，开展以购助扶活动 350 余次，金额 263.73

万元，3869 户贫困户受益。将持续推进农产品“三品一标”认

证，积极融入“遂宁鲜”区域性公共品牌，打造一批“金字招牌”

农产品。以省级电商示范县为抓手，中锦永创供应链公司为龙头，

充分发挥全县 350 个物流配送站点支撑作用，推广“生鲜电商+

冷链宅配”“中央厨房+食材冷链配送”等新模式，积极拓宽优

质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保障各村农副产品运得出、卖得好，预

计全县通过物流配送体系配送农副产品有望实现年均营收 1500

万元。

二、汇聚各方资金，千方百计加大振兴投入

把资金作为撬动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多渠

道、多层面统筹吸纳各方资金助力乡村振兴。一是积极到上级去

“争”。近年来，大英通过积极向上争取，累计向扶贫领域投入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38 亿元，年均增长 40.9%，在决胜脱贫攻

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绝对贫困消除后，抢抓全国县城新型城

镇化建设示范县机遇，紧盯特色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

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领域，积极包装乡村振兴接续发展的涉农

项目 157 个，预计争取到位资金 600 亿元，切实缓解地方财政资

金不足困难。二是努力向银行去“借”。借助脱贫“金”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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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放、使用“四项基金”4076.21 万元、

扶贫小额贷款 1.7 亿元，2020 年全县 38 个贫困村集体经济实现

经营性收入 316.93 万元，贫困户人均纯收入 8568.25 元，同比

增长 24.39%，有力促进了贫困村、贫困户产业发展。“十四五”

时期，将进一步挖掘潜力空间，持续加大“三农”信贷支持力度，

增加农村有效信贷供给，加快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银保担”

风险共担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推出更多免抵押、免担保、低利

率、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产品，持续增加乡村全面振兴资金支持。

三是全力引社会来“投”。积极探索建立“党组织+政府+工商企

业+村集体+贫困户（农户）”等多方主体联动的产联式合作社，

形成资本联投、生产联营、经营联动、风险联控、效益联赢的利

益“五联机制”。2016 年以来，投入 1.88 亿元发展特色种养殖

等扶贫产业，建成产联式合作社 233 个，吸引 176 家工商资本下

乡投资 4.46 亿元，带动 1.31 万名贫困人口增收致富，形成多点

发力的“大扶贫”格局。接下来，将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

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管好用活农村现有自然资源，落实和

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

同时，建立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振兴“负面清单”制度，坚决守住

生态红线，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努力形成依法依规、互利共赢的

良性循环。

三、建立长效机制，持之以恒补齐振兴短板

突出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转变，逐步建立帮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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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过渡的长效机制。一是强化动态预警监测机制。重点针对全

县现有相对贫困户 341 户 730 人，建立精准防止返贫机制，建立

相对贫困监测和帮扶信息平台，适时对其收入和支出情况进行动

态监测和跟踪，用好 500 万元边缘户预警处置基金及其他涉农资

金，及时对困难群体给予帮扶救助。同时，对因突发重大疾病、

重大灾难等特殊原因造成返贫的，及时纳入动态监测范围，确保

不出现一例再返贫、不发生一起新致贫。二是强化搬迁后续帮扶

机制。对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 2888 户贫困人口，进一步强

化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防范大规模失业、社区矛盾纠纷等

风险，以“稳就业”为核心保障搬迁农户基本生活，探索新型集

体经济与社区治理新机制，促进安置点的社会融合和社会稳定，

确保“搬得出、稳得住”。三是强化政策兜底保障机制。对通过

政策兜底实现脱贫的4963户贫困户7782名贫困人口，紧盯教育、

医疗、低保等重点方面，建立分类瞄准的帮扶和救助政策，在群

体特征、家庭规模、区域等方面细分救助标准，切实做到应保尽

保、应兜尽兜、应助尽助。四是强化持续结对帮扶机制。严格落

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县、镇（街道）驻村帮扶工作领导小

组机构不变，县、镇（街道）、村三级扶贫队伍稳定，驻村工作

队不撤，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推进接续减贫工作。涉及帮扶力

量调整的，注重将经济发展有思路、招商引资有办法、人才回引

有能力的单位及干部选派到村，增强帮扶机制的延续性和扩展

性，使原有的帮扶政策保持不变、支持力度不减，有效提高“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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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成色”，补齐“振兴短板”，更好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四、强化乡村治理，持续发力夯实振兴基础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一是构建

善治的格局。针对乡村区划建制调整改革后“治理面积扩大”问

题，在原有的“乡镇党委+村党支部+村民党小组”三级治理体系

基础上，增设片区党总支，全面构建“镇（街道）党（工）委+

片区党总支+村党支部+村民党小组”四级治理体系。坚持县、镇

（街道）、村（社区）联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

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镇（街道）和村，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二

是健全善治的机制。探索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以自治稳固乡村

基层民主政治，搭建“民主协商”平台，成立“村民协商议事会”，

试点开展“微协商”活动，协商解决难点热点问题，促进群众自

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激发民众参与公共事

务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以法治规约乡村利益多元，全面推动执法

队伍融合与力量下沉，引导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表

达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增强新形势下民众的法治精神和

秩序意识，建设法治乡村；以德治夯实社会善治的思想基础，把

新思想好政策融入民风特色，加强对农村优秀民俗、民间文化资

源的系统发掘、整理和保护，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传播道德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三是强化善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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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在乡村区划建制调整改革后撤销的原乡镇驻地设立便民服

务分中心，在撤并的原村级活动阵地设立服务点，推行村干部轮

（坐）班制度，确保改革后有人主事、有人理事、有人办事。明

确村书记基本报酬每月 3000 元，其他村干部每月 2100 元，“一

肩挑”村年终绩效报酬从每年 7200 元上涨到每年 14400 元。落

实县财政对村级组织公共运行、办公服务等工作经费仍按原建制

足额预算，确保村建制调整优化后村建制规模减、财政保障力度

不减。

分送：致公党中央；中农办，国务院扶贫办；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机关；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

市（州）及有关县（市、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四川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