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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水县坚持“三抓”确保疫情防控
与脱贫攻坚两促进

广安市邻水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系列安排部署，科学安排工作内容、灵活调度人员力

量、积极转变工作方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及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做到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手抓、两不误。

一、抓好前期准备工作

一是谋深谋细，做好方案计划制定工作。完成全县年度脱贫

攻坚要点，创新编制“一超六有”全面核查整改工作方案，为全

年工作谋好篇、开好局、起好步。各行业牵头部门完成扶贫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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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实施方案编制初稿，明确计划投入资金清单和计划实

施项目清单，确保按时按质完成攻坚任务。各帮扶部门制定了联

系帮扶村的帮扶计划，认真谋划做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后对因病致

贫返贫群众的帮扶工作。各镇、村完成镇、村脱贫攻坚年度巩固

提升计划。二是真抓实抓，做好项目建设前期工作。由各行业部

门负责，围绕贫困对象增收、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从项

目库中筛选，抓实年度扶贫项目建设任务下达工作。各镇统筹整

合好力量，根据实际情况，抓好项目设计预算、立项评审、政府

采购等各项准备工作。三是严防严控，安全有序组织复工。对涉

及春耕生产、稳市保供的脱贫攻坚项目和达到开工要求的项目，

严格制定复工复产方案，落实防疫举措。对已复工复产的项目，

切实加强检查督查、过程管控，确保安全生产。

二、抓实室内业务开展

一是脱贫攻坚项目库再完善。认真梳理 2014 年以来脱贫攻

坚项目相关信息，做好各类信息的录入工作，确保项目库各项信

息准确完善。二是问题整改情况再梳理。按照“清单制+责任制”

的工作方式，组织各单位对中省市县各级巡察、考核、督查、审

计发现的各类问题进行再梳理，完善问题整改台账。属于内部业

务整改方面的，细化整改举措，立即整改到位。属于外部业务整

改方面的，按照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统筹抓好整改工作。三

是先进典型经验再总结。组织各部门、各镇用好疫情防控时段，

归档整理各类软件资料，并认真总结、认真提炼自脱贫攻坚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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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经验、特色做法、先进事迹，收集各类脱贫攻坚的影像、

图片，做好 2020 年脱贫攻坚总结宣传工作。

三、抓好工作方式转变

一是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核实核准数据。组织全县所有帮

扶责任人和有条件的贫困户下载使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APP，核实贫困户基本信息。村级对帮扶责任人提交需修改的内

容进行核查修改。组织各行业部门、各镇运用建档立卡数据清洗

规则，在国家系统中审核各项指标数据的逻辑性和合理性，确保

账账相符、账实相符。截至目前，已核实标记问题 5343 条，正

开展村级核查。二是活用互联网社交方式，持续开展帮扶。疫情

防控期间，组织各帮扶责任人对帮扶对象开展电话慰问，实时掌

握了解其生活状况、稳定脱贫的各项保障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心

理疏导，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解决贫困群众具体困难。目前，已

实现全覆盖电话慰问，为帮扶对象赠送口罩 3650 个，解决其他

困难 1700 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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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县四举措“疫”战到底
确保夺取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双胜利

大疫当前，丹巴县在狠抓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深入分析

研判新形势下脱贫攻坚面临的困难，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总体目标，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和巩固提升，直

面农村贫困劳动力务工难、农业产业生产难、民生保障难等负面

影响，庚即落实四条措施，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收关的

双胜利。

一、精准施策补短板

针对疫情期间无法入户开展工作的实际，充分利用大排查成

果的基础上，通过手机、微信、qq 等现代信息化手段，采取一

对一、一对多的沟通衔接机制，逐村逐户排查各类问题 243 个，

采取纳入低保、落实公益性岗位、帮助发展增收产业等针对性补

短措施。同时，保质保量完成了贫困人口数据信息的核实核准和

项目库建设、政策宣传等工作。

二、多方协调抓巩固

针对疫情期间物资调运、农产品销售、产业项目推进难等问

题，协调各方，凝聚合力，储备优良玉米杂交种 45 吨，各类蔬

菜种子 500 包，农膜 55 吨，尿素、复合肥等各种肥料 65 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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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剂、杀虫剂等各种农药 3 吨；调运化肥 30 吨，磷肥 4 吨，地

膜 2 吨，有效缓解了农资短缺问题。

三、双管齐下促增收

在务工就业方面，积极做好全县劳动力外出务工、技能培训

需求摸底统计工作，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同时，积极采取电话、

网络、线上调查等方式，了解企业复工计划、用工需求，及时向

务工人员反馈信息，有序组织开展线上招聘，并开通了四川省职

业技能提升网络培训平台——甘孜州分院，让劳动力足不出户实

现自我“充电”，确保疫情解除后，劳动力第一时间实现就业。

在产业项目推进方面，积极做好种苗种畜采购和项目建材对接工

作，与供应商达成协议，在疫情解除后，第一时间复工复产，保

质保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产业园区、蔬菜大棚、主题公园等重

点项目建设，将疫情对发展增收产业项目的影响降到最低，确保

实现贫困人口稳步增收。

四、创新机制保民生

为解决特殊疾病患者疫情期间无法正常治疗问题，实施特殊

人群物资配送制度，将 5 户边缘户、8 户脱贫监测户以及其他脱

贫户纳入配送对象，有效保障了贫困群众基本生活，对辖区内大

病、重病人员实行了台账管理，在防控疫情同时，重点关注大病、

重病人员，随时关注病情，对特殊病人实行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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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致公党中央；中农办，国务院扶贫办；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机关；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

市（州）及有关县（市、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四川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2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