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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缩短识别时间，建立易返贫致贫人口快速发

现、核查和响应机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优化帮扶

措施清单，实现防贫与帮扶同步监测、督促与指导同步

推进，探索构建风险预警快速化、认定标准规范化、认

定审批无纸化、决策分析精准化、数据清洗智能化的防

返贫监测和帮扶体系，并依托数据平台，实现帮扶对象

与企业招工、当地务工信息和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切

实提高动态监测和帮扶成效。2022年，广西全区51.45

万监测对象中有33.77万人实现稳定消除返贫风险，占

67%，高于全国1.7个百分点。

二是依托农特优产业发展，带动生产经营净收入提

高。大力培育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

企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给

予财政帮扶、品牌建设、奖补政策、信贷优先、保险支

持、用地统筹、科技服务七项优先支持措施，引导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组建农业产业联合体、订单收购、代

种代养、土地流转、入股分红、服务联结、培训指导等

举措，带动农户发展产业，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联农带农作用，力求全区每个脱贫村至少有一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有效运转，让脱贫群众分享到产

业发展带来的红利。同时充分整合各方力量，通过定点

帮扶、粤桂东西部协作和社会力量帮扶，推进粤桂“九

大协作”和“五个一批”示范典型建设，创建粤桂现代

农业产业园联盟，助力产业发展和联农带农。2022年以

来，25家中央定点帮扶单位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8.78亿

元，实施帮扶项目224个。

三 是 拓 宽 就 业 创 业 渠 道 ， 巩 固 工 资 性 收 入 增 长 。

通过加强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出、突出劳务品牌创建、共

建就业协作平台、发展灵活就业等方式，促进脱贫人口

高质量就业。打造劳务品牌培训示范基地，开展“订单

式”就业技能培训，2022年通过培训示范基地开展脱贫

人口就业技能培训9.11万人次，确保培训合格并获得职业

技能证书的脱贫劳动力首次就业率达30％以上，劳务输

出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加强共建就业协作平台，创

新“1+1+N”粤桂劳务协作模式，成立粤桂高质量职教就

业联盟，与广东共建“一县一企”“一县一园”和N个就

业帮扶车间。2022年两广共建产业园区111个，新增落地

投产企业321家，共建升级版帮扶车间378个，帮助包括

37.12万脱贫劳动力在内的农村劳动力就业75.32万人。针

对一些脱贫群众因照顾家庭不便外出务工以及一些年轻

人对弹性工作时间的需求，加强灵活就业平台建设，提

供快速便捷的就业信息，拓展零工市场，促进脱贫群众

多渠道灵活就业。2022年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

县、易地搬迁安置区建成零工市场150家，提供岗位41.91

万个，带动就业6.47万人，其中脱贫人口1.41万人。此

外，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就业兜底作用，乡村公益性岗

位安置脱贫人口28.5万人，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促就

业 ， 落 实 稳 定 就 业 劳 务 补 助 和 一 次 性 交 通 补 助 。 2 0 2 2

年，广西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达288.9万人，超额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脱贫人口人均工资性收入11421元，占人均总

收入的76%。

四 是 提 高 兜 底 保 障 标 准 ， 确 保 转 移 性 收 入 稳 步 提

升。建立健全各项保障性转移支付收入联动增长机制，

精准足额发放涉农惠农补贴，积极引导社会捐赠，稳步

提高脱贫人口的兜底保障水平。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返贫

致贫长效机制，调整优化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医疗保障

政策，参保资助对象由脱贫不稳定户扩大为所有监测对

象和稳定脱贫户，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

重”保障医疗报销水平由 2021年的60-70％提高到2022 

年的90％以上，进一步有效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搭建了广西统一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

理系统，全面规范补贴资金发放流程，有效解决补贴项

目零碎交叉、补贴资金管理不规范、补贴资金发放不及

时不精准等问题。鼓励企业通过设立慈善组织、参与公

开募捐活动、参与乡村振兴项目等方式发挥作用并给予

税收优惠等支持。

五 是 活 用 乡 村 资 源 资 产 ， 挖 掘 财 产 性 收 入 增 长 潜

力。通过进一步深化农村“三变”改革，整合乡村振兴

的各类发展资金，打包投入乡村资源资产开发，撬动社

会资源投入，探索了“龙头企业+科研机构+村民合作社+

农户”“租用开发+分红”“集体+企业+农户”等模式，

依托于乡村资源资产价值实现，农业产业化不断繁荣。

同时，加强对扶贫项目资产的核查和管理，特别是加强

对村级光伏帮扶电站监测运维和收益分配管理，进一步

发挥扶贫项目资产经营效益，不仅盘活和做大乡村资源

资产价值，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还提高了村集体经济

收入，增强乡村集体积累和带动能力。2021-2022年，

广西每年投入1000万元开展改革示范县创建，扶持5个县

市区每年至少打造5个示范村屯，每个示范村屯当年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0万元以上，或者同比翻一番。2022

年，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均稳定在5万元以上。

六是聚焦重点对象，强化升级增收帮扶举措。聚焦

重点帮扶脱贫户，采取每年开展一次摸排、强化种养支

持、强化就业支持、强化社会保障和社会帮扶、加强帮

扶力量等措施全面提升重点帮扶对象的增收质量；聚焦

易地搬迁脱贫户，出台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实施方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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