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十八期） 

广元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9 日 

 

广元脱贫攻坚 

 
在脱贫奔康幸福大道上阔步前行 

——利州区三堆镇龙池村精准脱贫记 

 

利州区三堆镇龙池村是省商务厅、省农发行、中科院成都分

院的联系点。近年来，在市委组织部的大力帮扶下，该村聚焦聚

力“1 低 5 有”“1 超 6 有”脱贫标准，狠抓“六个精准”“六

个一批”“十一大工程”“六个一”帮扶机制，大力推进环境综

合整治、产业巩固提升、易地扶贫搬迁、惠民政策落实、党建扶

贫引领“五大行动”，在推动精准脱贫、建强基层组织、为民办

事服务、强化基层治理、教育引导群众等方面的显著成效，受到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张东升同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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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心精细精准，推动精准脱贫。精准脱贫是政治任务，

联系帮扶部门不折不扣落实。一是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在去年完

成 4公里村组道路的基础上，省市联系帮扶部门今年又督促硬化

道路 4公里；协调推进小农水项目；协调 180 多万元推进刘家坪

土地整理项目；协调市移动分公司新建 4G 基站 1座，升级 2G 基

站为 4G 基站 1 座；督促推进农网及变电站改造项目，改造和新

增变电站 5座，有效缓解了村民动力电需求紧张状况。二是着力

推动产业增收。经认真研究，村产业发展围绕“长、中、短”规

划进行产业布局。长期发展核桃产业 1200 亩，人均达 36 株；中

期发展黄羊、猪等家畜养殖，一年见效；短期发展香菇 100 万袋、

木耳 2万多段，几个月产生收益。推动组建瑞雪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协调质检部门对龙池村鲜菇和干菇的合格认证，探索大户带

贫困户、贫困户“入股分红”等扶贫模式，加快脱贫步伐。三是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照贫困村和贫困户退出标准，针对易地

扶贫搬迁、村集体经济等重点项目，实行目标化管理，项目化推

进，责任化落实。例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6个安置点

强化责任落实，第一书记、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各负责两个，倒

排工期，强力推进。四是规范档案资料。认真整理精准脱贫工作

档案资料，规范收集、合理分类、统一组卷，确保档案资料准确、

完整、齐全、易于查找。切实推进“1+1”结对帮扶工作，做到

家家建有结对帮扶连心卡、精准脱贫明白卡，户户都有帮扶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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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表、贫困户收支台账，为脱贫摘帽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聚焦聚心聚力，建强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服

务群众作用，不断提升整体功能。一是加强村级班子建设。强化

村级班子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力遴选“能人”

进村“两委”班子，经层层遴选，新增康德文、程登培 2名支委

委员，提升村“两委”班子核心力量。着力提升村干部待遇，推

动镇党委按人均每月 500 元标准增加贫困村“四职”干部误工补

贴，增强村“两委”推动脱贫攻坚积极性。二是大力实施党员精

准扶贫示范工程。由党员陈军投资 30 余万元，发展香菇 5万袋，

带领 5户贫困户和 2户贫困党员发家致富。目前，已经推荐申报

为全市党员精准扶贫重点示范工程。三是扎实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党组织关系排查、“温誓词、抄党章、明态

度”、精准扶贫“众筹”、“六不”问题专项治理、“三会一课”、

三大专题学习讨论、民主评议党员等活动，切实将“两学一做”

有关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践行‘两学一做’，争当脱

贫先锋”为载体，积极实施“双培双带”工程，注重培养吸收

35 周岁以下的农村优秀青年入党。发展年轻致富能手郑林先、

赵明才为入党积极分子。 

三、便民利民惠民，为民办事服务。一是完善服务机制。探

索实施以“访贫问苦、访民问需、访贤问策”为主要内容的“三

访三问”工作法、“五个到村到户到人”和便民代办等机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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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高服务群众的水平。二是抓好政策落实。认真宣讲易地扶贫

搬迁、低保兜底、教育医疗扶贫等政策，协调市广播电台制作《扶

贫政策宣传专辑》在村广播站循环播放。完善代办制度，强化村

组干部代办责任，为群众代办低保、残疾证等 700 多人次。实行

每周每月例会制度，及时查漏补缺和安排部署。三是真心为民服

务。根据需求“身入、心入”及时服务，加深与群众感情。二组

陈文喜反映需木耳技术指导，第二天村干部联系的科技专家潘庆

牧教授就对其进行了点对点指导；四组何本清反映宅基地旁有一

块大石头影响修房，村干部及时爆破清除；康克君、陈文喜父子

生病，村“两委”及时去关心慰问；三组贫困户康发昌反映没有

领到 5000 元灾后重建款，村干部就往返村镇七八次查找档案，

一笔笔核对账目，最终让他心知肚明、心服口服。 

四、公开公平公正，强化基层治理。以解决农村集体经济薄

弱、个别惠民政策落实不均、基层议事不规范等问题为突破口，

创新推行“公开理财、公平惠民、公正议事”机制，逐步规范基

层治理。一是公开理财。通过建立村级理财小组，实行财务公开，

规范财务报账审批流程，建立村文书、主任、支书、第一书记和

镇包村干部、包村领导、主要领导“七审签”等机制，进一步规

范财务工作程序和制度。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推动制定增加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四项计划”，倒排工期、强力推进，目前已

经通过入股分红、山坪塘出租等方式，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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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远远超过了 4332 元的精准脱贫目标任务。二是公平惠民。

组织村组干部公开承诺：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公款

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制定村组干部“五严禁”：严禁优

亲厚友、严禁吃拿卡要、严禁虚报冒领、严禁截留挪用、严禁贪

污私分。探索“六民”服务法：加强宣传教育“育民”，创建平

安村居“安民”，提升服务水平“便民”，着力改善民生“助民”，

结对共建共创“惠民”，丰富文化生活“乐民”。实行精准脱贫

“五个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扶贫工作力量、政策宣传、目标规

划、帮带措施、脱贫成效落实到村到户到人。三是公正议事。认

真落实“四议两公开一监督”机制，增强村务工作决策的民主化、

科学化、制度化，提高村“两委”会议质量和工作效率。注重群

众参与，在贫困户甄别、低保评定等方面，邀请群众代表全程参

加，亲身体验。特别在贫困户甄别过程中，严格按照“八项比对”

要求，每组逐一召开评议会，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获得群众认可。 

五、倡导劝导教导，教育引导群众。加强对群众的培训教育，

让群众不仅“鼓口袋”，而且“富脑袋”。一是突出重点内容。

强化技能培训，针对核桃嫁接、香菇栽种等需求，邀请省农业厅，

市、区、镇林业局（站）专家和乡土人才，通过“白天充电”“农

民夜校”等方式，组织培训 10 余场 950 多人次。强化感恩教育，

倡导“感恩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常怀感动之情、常为感恩

之行”。强化道德教育，倡导“加强道德教育，倡导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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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强化新风教育，倡导“革除生活

陋习、美好人居环境”。共制作了宣传标语 300 多条。二是创新

教育方式。通过张贴标语、循环广播、编“三字经”、开坝坝会、

评选“卫生家庭示范户”“脱贫示范户”“党建示范户”等方式，

着力把惠民政策、村规民约和文明新风转化为群众可听懂的故

事、能信服的道理，增强教育引导的感染力、亲和力与说服力。

三是注重教育实效。准确掌握广大群众的思想问题和生产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将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生产生活问题结合起

来，确保教育引导及时准确有效。例如，针对村居环境差等问题，

开展省级“四好村”创建活动和“卫生家庭示范户”评比活动；

针对个别群众感恩意识较差问题，开展“感恩共产党，立志奔小

康”活动，确保教育引导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分送：省脱贫攻坚办，省扶贫移民局相关领导；市级领导，市级帮扶部 

门(单位)；各县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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