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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过程中，我市根据群众致贫原因和
脱贫需求，“转、扶、搬、保、救”多措并举，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我市坚持以“N+2”为主
线，因村因户因人施策，为每个贫困村贫困
户量身定制脱贫帮扶计划,“一把钥匙开一
把锁”。其中，“N”指的是家庭人口数，一人
至少一策。“2”指的是从发展产业、易地扶贫
搬迁、低保托底等措施中选择两条以上作为
对户措施。

我市还建立了以对人、对事、对时、对
责、对账“五对”为主要内容的推进机制。“对
人”就是把贫困人口识别准，“对事”就是把
脱贫措施找准，“对时”就是把脱贫时间节点
定准，“对责”就是把责任划准，“对账”就是
把扶贫资金使用准。

政策体系构建上，结合实际，市委、市政
府“关于深入推进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实施意见”，相关行业部门分别出台了教
育扶贫、健康扶贫等 19项脱贫攻坚政策方
案，形成了“1+19”政策体系。

我市还积极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
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凝聚脱
贫攻坚合力。2016年下达市本级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 4亿余元，整合行业部门资金 2.29
亿元，投入各类社会资金5.56亿元。

我市的脱贫攻坚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仍需持续发力。

2017 年是全市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

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我市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薄弱环节，继续以“N+2”脱贫
计划为主线、以“五对”措施为抓手、以“转扶
搬保救”为基本路径，一手抓脱贫攻坚扫尾，

一手抓脱贫成效巩固提升，统筹推进“六个
精准”，确保在全省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政策支撑，措施有力。瞄准脱贫攻坚目
标，郑州信心百倍，步履铿锵。

脱贫攻坚 勠力前行
本报记者 武建玲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扶贫开发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第一民生工程和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重要工作来抓，完善了推进扶
贫开发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我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第一组长、市长为组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建立完善责任体系，明确了县级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乡村两级的
直接责任，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第一责任，分管副职的分管责任，工作队、第一书记、包村干部的帮扶责任，市直部门的协调责任，村级责任组对村
级负总责的责任，督查巡查组的督查巡查责任等8个责任，逐级传导压力，同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当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时，该如何
改善这部分群众的生活和生产状况？将
其搬迁到生存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从根
本上改变其生产生活条件，实现脱贫致富
成为一种选择。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探索出了一条具有郑州
特色的脱贫攻坚路子。

2013年，我市出台了《易地扶贫搬迁
三年行动计划》，决定对不适宜居住地区
贫困群众全部搬迁，并将易地扶贫搬迁补
助标准提高到户均 4 .5万元。同时明确，
按照新型农村社区“五通七有两集中”建
设标准规划建设搬迁住宅，为搬迁群众营
造宜居环境。从2016年开始，我市将搬迁
补助标准由每户 4.5万元提高到每人 6万
元，其中3.3万元用于建房补助，2.7万元用
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在政策推动下，郑州市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如火如荼展开。2013 年至 2015 年，
全市共规划建设了登封君召雨露社区、新
密袁庄扶贫搬迁社区、新郑具茨山社区、
荥阳古城社区、上街五云中心社区等20多
个扶贫搬迁社区，搬迁群众近10万人。

把贫困农民搬下山只是第一步，如何
让搬迁群众有活干、有钱挣、能发展、快致
富才是关键。

我市高度重视搬迁后续扶持发展工
作，以提高搬迁群众经营性收入、工资性
收入、财产性收入为重点，全方位拓宽贫
困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积极推动迁出区土地流转，让搬迁群
众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郑州市鼓励搬迁
地区加快土地流转，实行规模经营，搬迁
群众享有土地流转全部收益。在此基础
上，市、县财政对将土地流转给规模经营
主体的农户给予资金奖补。

加快社区周边产业园区建设，让搬迁
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目前，郑州市几大搬
迁社区周边均配套建设了产业园区，搬迁
群众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

积极发展贫困山区区域特色经济，让
搬迁群众通过从事乡村旅游服务增加收
入。我市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坚持环境保
护、生态建设与资源开发兼顾的原则，对
全市贫困山区进行综合开发，推动贫困山
区区域特色经济发展。重点打造了新密
尖山风景区旅游扶贫、登封唐庄深度山居
体验游项目、登封大熊山革命老区旅游扶
贫、荥阳市“世外桃源”、新郑市“杏福时
光”等一批乡村旅游扶贫项目。

脱贫攻坚，既要“输血”，也要“造血”。
产业扶贫是增强贫困群众“造血”功能的必
由之路。

近年来，我市加大投入，因地制宜，科学
谋划，以龙头企业为带动，以合作组织为纽
带，以基地建设为基础，积极探索“市场＋龙

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基地”五位一体
的产业扶贫开发模式，效果明显。

我市从贫困地区的资源环境实际出发，
努力发掘区域资源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县
区、乡镇、村产业发展规划，着力培育一批科
技产业扶贫示范点。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
发展过程中，我市注重通过实施科技扶贫、
扶贫贷款贴息等产业化项目，支持各县（市）
区加强龙头企业扶持，培植和引进带动能力
强、产业关联度大、辐射面广的龙头企业。
同时，做优做强合作社，积极推行“合作社+
基地+农户”等运行模式，借助农村种养大
户、营销大户和龙头企业的生产、加工、销售
优势，带动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实现增
收。我市还积极开展农业实用技术、职业技
能、文化知识培训，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如今，我市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已
经初具规模。登封市大力发展特色养殖、种
植业；新密市发展果树种植、农家游；荥阳发
展特色种植，形成了“南抓核桃、柿子，北抓
石榴、食用菌”的格局；新郑市着重发展果树
种植、观光采摘；中牟县依托地域优势发展
水产养殖和大棚蔬菜种植。

产业扶贫增强群众“造血”能力

持续发力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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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项目

扶持贫困群众发展有机富硒小米种植

具茨山新型社区

流转贫困村土地，安置劳动力就近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