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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持、农村低保、临时救助、生态文明、环境综合治

理等政策制定覆盖面广，针对所有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及

基层群众，其中包括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

（三）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

一方面，项目谋划不充分，公开制度不健全。Y市各县

（市）区虽然建立了扶贫项目库，但由于项目储备不足，

未提前谋划、规划下一年度实施项目，扶贫资金支出进度

慢，支出率低重，大量资金“趴账蹲窝”。

另一方面，集中管理不完善，信息公开不规范。惠农

补贴资金发放存在“一人多卡”“人卡分离”的现象。如

重度残疾人救助补贴、医疗保险、低保等补助在黄河银行

借记卡发放，社保金、退休金、抚恤金等补助在黄河银行

社保卡发放，一人多卡发放。

有效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衔接的路径

（一）协调统一，科学推动惠民产业

 1、因地制宜，科学发展特色产业

推动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多产业共生互促发

展模式。扶持农村新型经营主体，采取“企业+合作社+农

户”“合作社+基地+农户”等模式。延伸产业链，促进各

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体系。以

龙头企业为依托，产业园区为支撑，壮大以“葡萄酒”为

代表的“紫色名片”、奶产业为代表的“白色产业”，发

展特色“原字号”“老字号”“银字号”产品量级，让更

多优质商品走向市场。

2、统筹谋划惠农强农产业政策

科学制定惠农产业规划，统一扶贫产业惠农政策，避

免产业项目低端化、功利化、同质化、福利化。在尊重市

场规律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扶持各乡村产业，抓好产业

政策措施衔接，提高产业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支持

脱贫地区产业发展，以县为单位规划发展脱贫地区乡村特

色产业，打造区域特色品牌。

（二）多措并举，促进特惠性政策向常规性、普惠性

政策转变

1、优化调整特惠性政策覆盖面

强化综合保障，保持兜底救助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

定，统筹落实低保、医保、养老、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

助等普惠性政策，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优化调整针对

原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低保“单人户”政策，加强社会救助

资源统筹服务。

 2、兜住底线，动态监测困难人口

针 对 农 村 低 保 对 象 、 特 困 人 员 、 农 闲 易 返 贫 致 贫 人

员，以及因病因灾、意外事故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

人员，开展动态监测。利用民政、扶贫、教育、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医疗保障等政府部门现有的数

据平台，加强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完善基层主动发现机

制、农村低收入人口定期核查和动态调整机制。

3、多管齐下，继续扩大就业转移

支 持 脱 贫 地 区 广 泛 采 取 以 工 代 赈 方 式 实 施 农 村 人 居

环境、小型水利、乡村道路、农田整治、水土保持、产业

园区、林业草原基础设施等涉农项目建设。统筹利用公益

性岗位，健全按需设岗、以岗聘任、在岗领补、有序退岗

的管理机制。加大对创建就业、创业基地、扶贫车间、引

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通过稳岗补贴、以

工代训补贴、自主创业补贴等多种方式，鼓励移民主动创

业就业。落实好减税降费和相关奖励政策，发挥劳务经纪

人、劳务中介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等就业创业服务，鼓励扶持农

村劳动力创业。

（三）强化保障，资金监管使用靶向施策

1、优化支出结构，调整支持重点

过 渡 期 内 保 持 财 政 支 持 政 策 总 体 稳 定 ， 合 理 安 排 财

政投入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调整支持重点。探索建立涉

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确保以工代赈预算内投资落实到项

目，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现有财政相关转移支付继续

倾斜支持脱贫地区，对支持脱贫地区产业发展效果明显的贷

款贴息、政府采购等政策在调整优化的基础上继续实施。

2、引入资源，融合发展金融服务

继续发挥再贷款作用，现有贷款帮扶政策在发展期内

保持不变。完善针对脱贫人口的小额信贷政策，对有较大

贷款资金需求、符合贷款条件的对象，鼓励其申请创业担

保贷款政策支持。加大对脱贫地区优势特色产业信贷和保

险支持力度，支持开放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在业务范围内

为脱贫地区和乡村振兴提供中长期贷款服务。因地制宜开

发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建立农产品期货期权和农业保险

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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