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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0日

建立“五项机制” 搭建监测帮扶平台
——安居区创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今年，遂宁市安居区建立起“相对贫困监测和帮扶信息平

台”，探索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设置监测指标 81 项，全覆盖

实施返贫致贫监测,共识别监测对象 1219 户，截至 12 月底，监

测对象低收入群体年人均收入达到 8255 元，监测对象应急难、

生活难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一、建立精准识别机制，实现巩固脱贫与解决相对贫困有机

结合

一是健全相对贫困指标体系。设置返贫风险监测指标 5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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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贫风险监测指标 26 项，将年人均收入低于 5000 元的脱贫不稳

定户、年人均收入低于 6000 元的普通农户和因意外导致家庭基

本生活困难的农户作为监测对象，根据低收入、支出困难、政策

兜底三种情况实施精准帮扶。二是建立相对贫困监测和帮扶信息

平台。依托“安居区脱贫办”微信公众号，建立监测帮扶信息平

台，设置问题上报、预警处理、监测档案、动态管理、数据比对、

基层治理等六个模块，实现问题来源多渠道、问题上报便捷、整

改流程清晰、问题销号可跟踪。三是开展相对贫困的对象筛查。

全区筛查确定相对贫困对象 1219 户，其中，贫困户 1170 户，非

贫困户 49 户；低收入型 764 户、支出困难 233 户、政策兜底 222

户。

二、建立日常监测机制，实现线下监测与线上监测有机结合

一是发挥村民小组作用，做好网格监测。以村民小组为单位，

村民小组长或村两委干部为网格监测员，开展日常线下监测，对

监测发现的问题通过手机或电脑端及时上传到“相对贫困监测和

帮扶信息平台”，网格监测员对平台反馈问题开展核实，每月汇

总网格监测情况，形成工作台账。二是开展行业部门大数据比对，

做好系统监测。医保、卫健、教体、残联、应急、民政、公安交

警等行业部门每月定期对因病、因学、因残、因灾等信息情况推

送至信息平台，信息平台系统根据预定规则，筛选比对出潜在问

题户，在信息平台推送到镇级审核。三是发挥信息平台作用，做

好在线监测。区、镇、村三级通过信息平台，按照问题上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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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审核、整改销号、监测预警、动态管理五道工作流程，突出监

测对象的过程管控，实行限时办结、在线预警提示等措施，完成

问题整改销号。

三、建立政策衔接机制，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一是创新“五金”模式，解决低收入对象增收难题。通过土

地流转得租金、入股分红得股金、产业发展得现金、就业务工得

薪金、政策奖补得奖金五种模式，对 764 户低收入群体，流转土

地 53 户 86 亩，入股专业合作社 18 个 142 户，分红 24.2 万元；

通过“稳就业、促产业、保增收”产业增收激励政策，自主发展

“五小”产业 581 户；引导外出务工 236 人，通过落实公益性岗

位、特岗，引导到扶贫车间、专合组织、项目工地等就近就地务

工 154 人，兑现产业奖补资金 21.13 万元。截止目前，764 户低

收入群体 2020 年度人均纯收入达 8255 元。二是完善三项救助，

解决支出困难对象应急难问题。针对 233 户 514 人因病因学因灾

因意外事故支出大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农户，落实医疗保险、慢

性病救助、健康扶贫救助基金、大病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教育

扶贫救助基金、金融贷款等政府应急救助，落实扶贫保、防贫保

等保险救助，整合滴水筹、爱心捐赠、结对帮扶等社会救助。目

前，已落实大病医疗救助 106 人、临时救助 125 人、慢性病救助

87 人、健康扶贫救助基金 103 人、教育扶贫救助基金 66 人，232

户贫困户落实了扶贫保，13 户得到社会救助。三是筑牢三道保

障，解决政策兜底对象生活难问题。落实低保兜底，将 222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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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人全部落实低保兜底政策，确保其基本生活保障；落实医疗

保障，206 户“兜底型”贫困户全部落实医疗保障，对 16 户“兜

底型”非贫困户，通过临时救助、捐助等方式解决医疗保险购买

和自费额大问题。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对符合条件的“兜底型”

贫困户全部落实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代缴政策。

四、建立帮扶工作机制，实现政府主帮与社会参与有机结合

一是行业部门长期监管。区级行业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

监管，牵头负责数据推送、问题整改、政策落实和审核销号，加

强指导和督导；二是镇村干部长期结对。镇村落实干部与监测对

象结对，对监测对象实行一户一策、一人一策，落实结对帮扶措

施，确保问题风险销号。三是基层组织长期引治。基层党组织发

挥党建引领，结合基层治理，开展述职恳谈、孝老敬亲、道德积

分、“四好村”创建等活动，形成好风气，养成好习惯，充分激

发农户内生动力。四是社会力量长期助帮。动员和引导社会参与

帮助，推动由党委政府唱“独角戏”向社会各界“大合唱”转变，

形成多点发力、各方出力、共同给力的大格局，汇聚扶贫济困磅

礴力量。

五、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实现统筹调度与分层负责有机结合

一是纳入“十四五”规划布局。把解决相对贫困纳入“十四

五”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布局，把乡村振兴的理念贯穿到解决相对

贫困的全过程，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

先任务，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推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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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破解相对贫困难题；二是纳入脱贫攻坚收官之战。落实经费保

障，科学编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试点工作方案，安排试点资金

151 万元，用于监测系统开发、试点村扶贫项目建设、政策奖补、

试点镇工作经费等。落实人员保障，延续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机构，

统筹指导推进试点工作，试点镇村落实扶贫相应机构，明确专人

专班，推进试点工作，开展试点业务培训 3 次，推进会议 6 次；

三是纳入日常督查检查考核。建立监督机制，持续跟踪相对贫困

人口减贫过程，不断提升工作成效。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考核评

价机制，对相对贫困工作成效进行量化考核评价，进一步传导责

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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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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