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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专刊

长白县是全国惟一的朝鲜族
自治县，被认定为省级贫困县，全
县农村人口 33841 人，经 3 轮精准
识别和“回头看”，认定贫困村 21
个 ，贫 困 人 口 1081 户 1692 人 。
2016 年以来，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10.64亿元，实现1045户1606人脱
贫，21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
列，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5%降至
0.02%，2019 年 3 月顺利通过脱贫
验收，4 月 28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
正式批复长白县退出省定贫困县
序列，实现“脱贫摘帽”。

统筹部署，打牢脱贫攻坚坚实
基础

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坚持“领
导带头”，强化班子分工，注重以上
率下，倒逼工作责任落实，着力提
高工作推动力。自上而下建立实
施机构，编牢织密推进网络，形成
架构完备、责任明晰、任务明确的
高效推进体系。建立主要领导亲
自抓、所有常委参与抓、四大班子
齐上阵的工作模式，书记县长负总
责，常委负责包保乡镇，副县长负
责分管行业部门的行业扶贫工作，
副县级以上领导负责包保贫困村
与贫困人口较多的村。严格落实
县、乡（镇）、村三级党组织书记“限
期脱贫”责任制，层层签订脱贫责
任书87份，倒排脱贫工期、倒逼脱
贫“销号”。立足县情实际，认真研
究 部 署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确 定 了

“2016年整体推进、2017年集中攻
坚、2018年巩固提高”三步走战略，
立下提前两年脱贫摘帽的军令状，
吹响决战决胜冲锋号角。

选优配强工作队伍。积极构
建县乡村三级统筹协调推进机制，
由县委常委兼任扶贫办主任，新选
派5名乡科级干部担任副主任，抽
调18名后备干部充实到扶贫办工
作，专职干部队伍壮大到 30 人。
全县8个乡镇由1名县委常委牵头
组成包保工作组并担任组长，每组
配备1名扶贫办副主任，使扶贫工
作力量下沉。县直包保部门由“一
把手”担任第一责任人，1名副职干
部作为驻村工作队队长，选派3名
以上后备干部作为包村队员，驻村
工作队扩大到315人。

精准识别贫困人口。派出77
支识别工作队，进驻全县所有行政
村，通过逐户核查，发放贫困户信
息采集卡 1788 张。投入 36.58 万
元，在全省范围内首建“精准识别
云平台”，为 300 余名扶贫帮扶干
部配备信息采集终端，逐村逐户实
景拍摄和录入贫困户居住条件、健
康情况等各类信息，避免识别工作
上出现弄虚作假现象。将贫困户
建档立卡内容逐一进行横向信息
比对，做到真贫即入，伪贫即出。
派出各级优秀党员干部 400 余名
对所有村、户重新识别。通过再识
别和动态调整，剔除虚假贫困户
437 户 688 人，共确认贫困人口
1081 户 1692 人，识别覆盖率和精
准识别率均达到100%。

创新方法，强化脱贫攻坚运行
管理

聚焦解决“如何做”的问题，积
极探索新形势下的新路子新方法，

创新实施“五四五N”工作法，实施
痕迹化管理模式，实现帮扶措施可
追溯、可查询、可评价、可问责，把
扶贫工作真正做实做细做全面。

推行“四级联动”。采取“一对
一”“人盯人”的方式，层层织密考
核监督、推动落实的工作网络。包
户干部活干细。包户干部至少每
周入户一次、经常电话联系，实施
定对象、定政策、定措施、定责任、
定目标的“五定”帮扶责任制。包
村科级领导干部对包保村扶贫工
作负总责、负全责，定期对驻村帮
扶干部进行工作指导和管理考核，
对包户干部入户和工作情况进行
督导检查。县级领导督到位。县
级党政“一把手”和分管扶贫领导
定期约谈乡镇党政“一把手”、帮扶
部门领导，定期通报县级领导、乡
镇和包保部门工作开展情况。包
保乡镇常委每个月做到扶贫一次
调研、一次督查听取一次汇报和向
县委书记、县长汇报一次包保情况

“四个一”，每季度做到“三了解、两
协调”，即了解扶贫项目实施进度，
了解贫困村、户脱贫进度，了解工
作中存在的困难；协调资金项目投
入、协调行业扶贫投入。每半年做
到“一争取”，即争取社会扶贫资金
和域外扶贫资金投入到包保乡
镇。县巡查组严把关。由县扶贫
办牵头，纪委、组织部等部门参与
组成巡察组，开展不间断反复指
导、巡视和抽查，做到督查全覆盖。

实施“五个一工程”。创新实
施痕迹化管理模式，狠下一番“绣
花”功夫，把扶贫工作真正做实做
细做全面。每个贫困户至少参与1
个增收项目；为每户贫困户建立1
个收入情况明细账；制作1张贫困
户基本信息清单；扶贫包保人员每
人 1 本扶贫日记；制定《脱贫攻坚
工作考核办法（试行）》1 个制度。
实现帮扶措施可追溯、可查询、可
评价、可问责。

开展“N 项活动”。积极创新
探索建立思想教育长效机制，广泛
宣传中央和省、市、县扶贫开发优
惠政策及措施，彻底解决入户率、
知晓率、满意率低的问题。党员干
部与困难群众“结亲交友”活动，进
一步拉近同群众的距离，使老百姓
真正感受到党委和政府的关心。
100余场脱贫攻坚知识竞赛，切实
提高群众对精准扶贫的知晓率，加
快补齐贫困群众“精神短板”。在
全县范围创办扶贫爱心超市 75
家，既满足了村民实际需求，提高
了贫困户的积极性和满意度，又达
到了凝人心、聚人气的效果，营造
了向上向善、文明和谐的社会氛
围，切实把脱贫攻坚工作与乡村振
兴、环境整治、基层党建相结合，努
力探索乡村振兴的长白之路。创
新性举办“我脱贫、我光荣”优秀脱
贫户表彰颁奖大会，评选出脱贫光
荣户 118 户 175 人，使全县广大贫
困户“学有榜样、行有示范、赶有目
标”。拍摄扶贫微电影《在那高高
的山岗上》《扶贫成效纪实片》，制
作扶贫宣传片，建设扶贫展厅，举
办典型事迹图片展，营造了全社会
广泛关注、参与脱贫攻坚的浓厚氛
围。

整合资源，推动脱贫攻坚取得
实效

自扶贫攻坚以来，该县不断整
合社会资源，干部群众勠力同心，
扶贫项目遍地开花、民生工程如火

如荼，在县委、县政府的指导下，全
县各级、各部门在“实”字上下功
夫，出实招、用实力、压实责、求实
效，凝聚合力，尽锐出战，举全县之
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五项工程”夯实基础。全力
实施交通改善、水利设施提升、电
力设施改进、危房改造、农村环境
整治。长松岭隧道竣工通车，新
建农村道路 145.8 公里，硬化农村
道路 263.3 公里，行政村屯道路硬
化率达到100%。累计争取到位资
金 1.32 亿元，建设各类水利项目
141个，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投入 1432 万元，完成 12
个中心村电网改造，县城和乡镇
驻地10千伏及以下线路全部实现
绝缘化改造。整合资金 1539 万
元，改造完成 515 户危房，彻底消
除了全县贫困户危房。累计争取
上级资金 1.159 亿元，完成二十道
沟村、金华村等 21 个村村容村貌
改造。

“五个领域”改善民生。扶贫
干部真抓实干,聚焦健康扶贫、教
育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协作
扶贫领域促脱贫。严格落实医疗
保障优先政策，目前受益 1075 人
次，提高金额14.01万元，巡回医疗
救治队入户诊治贫困人口4583人
次，发放诊疗证 1692 个。投入资
金 3795 万元，改善 11 所乡村义务
教育薄弱校办学条件，全县累计发
放助学补助资金 115 万元，发放

“雨露计划”补助资金 10.65 万元，
捐资 42 万元建立“鸭绿江爱心助
学基金”，资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1510 个，达成用工意向 719 人，全
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7045 人，
共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和创业、技
能培训补贴378万余元。制定《扶
贫小额信贷工作实施方案》，与县
信用联社合作，注入风险补偿金
200 万元，撬动金融资金 2000 万
元，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161.5 万
元。争取到扶贫再贷款 5000 万
元，目前已经投入 2500 万元。积
极与吉林市及所辖龙潭区、昌邑
区、船营区、丰满区开展扶贫对接，
共引进吉林市帮扶资金 2400 万
元。

“五篇文章”实实在在脱贫。
创新实施政策保障、产业激活、企
业带动、项目托底、互助养老脱贫
举措，做好“保、活、带、托、养”文
章。各族群众各级驻村工作队因
地制宜，将农村低保保障标准提高
至年人均3720元，确保应保尽保，
应扶尽扶。投资 20 余亿元，实施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推进旅游
综合开发项目，举办节庆赛事活
动，发展“千家万铺”特色民宿、农
村电商，不断拓宽贫困户增收渠
道。投资1.04亿元发展棚膜经济、
食药用菌、浆果种植等特色产业项
目 47 个，进一步带动贫困户早日
脱贫致富。18兆瓦光伏扶贫项目
并网发电，预计年收益可达 1130
万元，实现长久收益，稳稳托住收
入底线。探索互助型养老模式，
300余万元建设的二十道沟村幸福
互助养老大院让失能贫困老人“集
中供养、安享晚年”。

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边陲长
白以“破釜沉舟、撸袖实干”的决心
和态度，找准“贫根”，靶向治疗，创
新作为，举全县之力，脱贫路上“一
个不能少”。

实干为基 创新为魂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脱贫攻坚成就综述

□ 刘宝杰 本报记者 郭小宇
站在时代发展的前

沿，肩负新时期历史使命。
长白县把脱贫攻坚作为压倒一切

的头等大事，紧贴边境民族地区实
际，着力在祛顽疾、解难题、促发展、
惠民生上下功夫，凭勇于负责、敢于
担当的勇气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的信念，奏响了一曲让群众满
意的奋进之歌。

长白县委书记宋钦炜和县长李圣范陪同白山市委书记王冰到长白县金
华村调研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长白县爱心超市进行积分换购活动

长白县木耳基地

老人们在马鹿沟镇养老大院的日常生活

十六道沟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