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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实现动态数据信息共享。充分利用云计算、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建立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监

测筛查预警体系。完善县、镇、村三级网络动态管理机

制，县级利用农村低收入人口“云平台”发布监测筛查

预警信息，镇、村两级接收信息、核实。

（三）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精准分类帮扶机制

一 是 构 建 以 收 入 为 主 要 衡 量 指 标 的 差 异 化 帮 扶 机

制。将收入由低到高划分为农村特困人口、农村低保人

口、边缘人口（含不稳定农村低收入人口）三个层次。

农村特困人口以国家为主实行集体供养；农村低保人口

在提高低保标准基础上，重点以行业政策帮扶为主；边

缘人口按照需求在资金、就业、技术等方面开展重点帮

扶。二是结合甘肃农村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来看，人

均收支大于1的农户仅占20%，可参照消费支出类型开展

差异化帮扶政策。三是依据劳动力、内生动力等指标，

按 照 不 同 需 求 要 素 ， 开 展 绣 花 针 式 的 精 准 高 效 帮 扶 政

策。四是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

工作机制，[5]完善“以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扶

贫格局，持续深化拓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全力推

进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多元化、异质性需求的精准化、实

效化帮扶工作，

（四）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社会保障机制

进 一 步 完 善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制 度 。 进 一 步 提 高 补 助

标准，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机制，尽量达到

与农村人均收入增速同步。健全多元化农村救助机制。

按照农村低收入人口需求，扩大救助范围，提高兜底保

障能力，减轻低收入群体生活负担。构建城乡一体化的

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低收入人

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覆盖面和大病保险报销比例，鼓励

“社会力量+商业保险”新模式拓宽社会保障资金来源，

形成农村低收入人口社会保障“大合力”。

（五）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产业发展机制

一是做精优势产业。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支撑，

实施优势产业提档升级行动，推进从生产到销售的农业

全产业链建设，全力打造“甘”字号特色农产品品牌。同

时，践行先进带后进，先富带动群体发展优势产业，[6]持

续增加农村低收入人口收入。二是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深挖农村潜在价值，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合实际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具有潜在价值的特色产业。

三是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村低收入人口产业发展

利益联结机制，用好提高贷款额度和减免税收等优惠政

策，采取“党支部、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村低收

入人口”等多种形式，带动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产业，

确保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受益。此外，不断优化产业

发展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培育农业创新

力、竞争力，全面推进强县域促乡镇带农村发展，助力

农村低收入人口实现共同富裕。

（六）健全激励农村低收入人口内生动力机制

一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持续抓好理论宣讲宣传力

度，深入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帮扶政策等，让群众提高

党的政策知晓率，让党的好声音和关怀传递到群众心坎

里，增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是开展

知识技能培训。根据农村低收入人口诉求，建立“缺什

么，补什么”差异化培训机制，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

真正提升培训效果和质量。三是开展网络培训服务。充

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开展农民夜校等培训，及时为群众

提供技术助力，发挥“小课堂”“大作用”。四是加强

思想道德教育。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村级管理的重要内

容，提升乡风文明“软实力”，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 倡 树 文 明 新 风 ， 树 立 文 明 新 风 尚 。 同

时，注重宣传身边先进典型，提振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精

气神，激发自力更生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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