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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工作，通过产业带动、就

业拉动、政策惠农和资产盘活的方式，努力克服疫情和

经济下行的双重影响，全年实现经济增长。

2 、 “ 3 + 1 ” 保 障 方 面 。 教 育 保 障 上 ， 全 面 开 展

“3+1”保障回头看专项行动，新识别“三类人员”1260

户5209人。教育保障上，建立完善6至16周岁适龄儿童就

读台账，实现控辍保学常态化动态清零；全面落实贫困

学生资助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供餐政策。保持脱

贫人口家庭辍学学生动态清零，资助学生660606人次，

落实各项资助资金34474.97万元。

医疗保障上，62.66万脱贫人口和2.2万名监测对象参

保率均为100%，脱贫人口住院9.5万人次，三重医疗报销

4.27亿元，报销比例达88.77%。2022年脱贫人口和“三

类 人 员 ” 享 受 参 保 资 助 9 0 0 0 余 万 元 ， 实 现 应 保 尽 保 ；

全面落实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政

策，为四类慢性病患者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住 房 保 障 上 ， 持 续 加 强 危 房 改 造 动 态 管 理 ， 组 织

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建立健全

县、乡、村三级动态监测联动机制，对新增、返危住房

做到即增即改、动态清零。多渠道筹措资金4226.9万元，

饮水安全上，严格落实农村供水“三个责任”“三项制

度”，在全省率先制定出台《六盘水市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运行管护办法（试行）》，对583处农村供水工程进行

维修养护，以30户以上自然村寨为重点，新建农村供水

工程36处，持续巩固改善饮水条件。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达92%，实现饮水安全全覆盖。[12]

3、防范化解风险方面，六盘水市出台《六盘水市防

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按季

度召开部门联席会议，按月收集核处卫健、应急、医保

等部门预警线索，常态化开展基层干部排查，对符合条

件的及时纳入监测帮扶。

经验与做法

（一）坚持抓特色发展的方向，培育乡村产业新动力

以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目

标，提出“1+3+N”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发展方向，

千方百计稳住农业基本盘，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均高于

省下达的274万亩、63.9万吨以上的目标任务； [13]六盘

水“吨产园”“千斤园”“万元田”等产业转型升级经

验，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四部委通报表

扬并在全国推广。

（二）坚持树集成示范的思路，引领乡村建设新变化

在 推 进 特 色 田 园 乡 村 建 设 过 程 中 ， 聚 焦 “ 特 色 ”

“ 田 园 ” “ 乡 村 ” 三 大 元 素 ， 突 出 特 色 产 业 、 特 色 生

态、特色文化，体现田园风光、田园建筑、田园生活，

更多、更实关注乡村的差异性、多样性和融合性，突显

出不同乡村的“性格”，把美丽乡村、宜居乡村、活力

乡村融入幸福乡村建设范畴，走出了一条多元化、特色

性发展之路。如，六盘水市聚力“五个一”推进特色田

园村寨建设；水城区探索总结“五型村居”建设模式，

得到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到水城调研时的充分肯定。

（三）坚持走共建共治的路径，打造乡村治理新格局

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引导农村党员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村民积极

性，建立更加有效、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动

和美乡村建设。如，水城区推行“片管委”治理模式，

被列入2022年省级“一县一试点”改革试点。

困难与挑战

（一）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面临新的客观难题

搬迁群众因离乡离土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部分

群众在移风易俗、遵纪守法、生产生活等方面一定程度

存在转变难、适应难等问题，不主动参与公共设施的维

　　藏在乌蒙山腹地的高品质红心猕猴桃，通过电商渠道卖向全国。当地通
过发展新农业，通路通市场，带动农民收入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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