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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区非国家级、 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区。

2014

年年底， 全区共识别贫困村数为
49

个，贫困户
6728

户，贫困人口
24519

人。截至目
前，经过多次精准识别“回头看”后，全区仍有贫
困村

49

个， 贫困户
5874

户， 贫困人口
12259

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任务十分艰巨。面对
困难敢打必胜的河人没有退缩，而是以“首
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英雄气概，义无反顾投入
脱贫攻坚战。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
领会上级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
市决策部署上来，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转变作风的重要抓手，提
高队伍凝聚力、树立良好形象，切实增强自觉性
和责任感， 真正把脱贫攻坚抓在手上、 放在心
上、落实在行动上。 经过几个月的合力攻坚，终
不辱使命， 首战告捷， 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
果；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小康社会目
标，迈出坚实的一步。

完善体制机制，保障有力

一是强化组织保障工作机制。 围绕《河
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建立区级领导
干部定点帮扶贫困村、区直单位定点帮扶贫困
村的工作机制。 实行区、乡、村“一把手”负责
制，层层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形成一级抓一
级，一级促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工作运行
机制。二是优化“第一书记”驻村帮扶机制。 制
定统一的“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实施办法，选派
了一批优秀干部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做到了
贫困村全覆盖。建立区直单位定点帮扶贫困村
机制，做到定单位、定人、定点、定责包干扶持，

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
(

组
)

，每个贫
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 详细掌握贫困村、贫困
户的帮扶任务、目标、要求等，积极引导驻区国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参与定点帮
扶，“四结对”“四协同”形成机制。 三是改进扶
贫考核机制。研究制定扶贫开发工作专项考核
评价办法，每年对乡

(

镇
)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价乡

(

镇
)

党政
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之一。

整合项目资金，注入动力

按照“统一规划、集中使用、优势互补、形
成合力”的工作思路，经过层层筛选，以谭家河
乡大桥村、游河乡堰口村、东双河镇陡坡村等
8

个乡镇的
41

个深度贫困村为重点， 突出整
合包括整村推进项目等各类专项财政扶贫开
发项目

52

个， 整合各类项目资金约
2517

万
元，实施了“整村推进”项目，共修建高标准村
组水泥道路

30.01

公里，极大地方便了当地近
15

万群众的出行。 今年，投资
898

万元建成游
河乡

7000

亩高标准农田项目， 极大的调动了
该乡李畈等三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改善了当
地农民生产环境和条件。 大量资金的投入，为
贫困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生动力。

发挥产业优势，释放潜力

发挥特色茶产业优势，充分释放产业带动
潜力，促进贫困农民增收致富。 区政府制定了
优惠政策，区财政每年拨出专项经费用于茶叶
基地建设奖补、品牌宣传、市场体系建设和有
关茶事活动。 区财政每年预算

1000

万元专项
资金， 对集中连片面积

5

亩以上新发展茶园，

进行奖补；对新建的无性系良种示范基地每亩

无偿提供
6000

株种苗并奖补
50

元；优先把茶
机械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 已为

1.72

万户
茶农补贴资金

2610

万元。 在两个主要产茶大
镇董家河镇、河港镇逐步形成区域性特色优
势产业集群， 带动两个乡镇

11

个贫困村的
20000

余群众，年人均增收
3000

元以上。 不断
加大财政产业扶贫及扶贫贴息贷款资金支持
力度，加强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今年信阳
市大洋蔬菜批发有限公司和信阳景元茶叶专
业合作社共争取中央财政投资和地方财政配
套资金

354

万元。 项目建成后直接受益农户
3700

户，年新增就业人数
300

余人，农户年均
增收

5000

元以上。

强化转移培训，提高能力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 始终结合贫困村、贫
困户自身特长、设计扶贫开发方案，从多个领
域多管齐下，全面激发贫困村、贫困户脱贫的
内生动力。 充分尊重实情，站在老百姓的立场
上找问题、想办法，找准“穷根”，破除“穷根”，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让老百姓做自己脱贫过程
中的主导者，变“输血”为“造血”。 主要是开展
劳动力转移培训， 拓宽贫困农民就业渠道，把
“雨露计划” 培训作为全区农民工技能培训的
重要载体，通过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信阳第一
职业高中、 信阳信息技工学校等培训基地，共
培训电工、汽车驾驶、厨师、美容美发、财会等
各类实用专业学员

450

余人，培训后学员都有
一技之长， 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大大提升，直
接由农民转换为产业工人。根据社会跟踪调查
掌握的情况来看，培训的各类学员特别是实用
技术人才，在人才市场上广受欢迎。

加强舆论宣传，形成合力

运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大力
宣传中央、省、市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和省、市主要领导关于扶贫开发
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宣传党中央、国务院
的扶贫开发政策。 在市扶贫办网站、《河时
报》、区委办《工作情况交流》等媒体和内部刊
物上刊发工作信息

60

余篇， 宣传报道我区扶
贫开发工作取得的成效和经验。连续两年在市
区街头举办丰富多彩的“扶贫日”宣传活动。通
过群发“扶贫日”短信、制作专题扶贫成果展
板、设置扶贫开发政策咨询台和发放宣传单等
形式，积极营造了社会帮扶、人人参与扶贫的
良好氛围

,

形成了强大合力。

积极改革创新，不遗余力

紧紧抓住我市列入国家扶贫开发综合改
革试验区的难得机遇，结合实际，制定了《河
区扶贫开发综合改革试验工作方案》、《河区
加快扶贫开发工作实施意见》， 并积极起草编
制《河区“十三五”农村扶贫开发规划》、《
河区扶贫开发考核办法

(

试行
)

》等，坚持把脱贫
攻坚作为全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
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区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局。 按照“坚持以市场为
导向、坚持以资源为基础、坚持以科技为依托、

坚持以规模经营为引领”的基本原则，以大力
发展茶产业为突破口，推进扶贫开发，充分发
挥产业扶持脱贫的“造血”功能和基础性作用，

加快推动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

合力攻坚 不辱使命

———河区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徐忠诚陈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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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双河镇响山村葡萄高效栽培科技扶贫项目

吴家店镇湖塘村扶贫项目———引水灌渠

河区区长邵七一（右三）到结对帮扶贫困户家中座谈慰问

市长尚朝阳（中）深入河区调研扶贫工作

河区区委书记邵春杰（右三）在河港镇指导异地搬迁房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