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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脱贫攻坚 

 

实施“五个四”系统工程  织牢民生扶贫保障网 

——昭化区小财政托起民生大扶贫工作纪实 

 

近年来，昭化区始终把民生保障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和

基础支撑，坚持民生投入只增不减，坚持给老百姓办的实事只增

不减，创新推进就业、安居、医疗、兜底、财政等“五个四”系

统工程，有效破解了保障水平低、脱贫解困难等现实问题。2016

年，在全区财政自给率仅为 8.7%的情况下，整合各类资金 15.22

亿元投入民生领域，其中投入脱贫攻坚 6.2 亿元，分别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 74.3%、30.27%，全域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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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行创业就业“四大行动”，努力破解贫困群众就业创

业增收难题。深入实施技能提升、精准转移、创业引领、岗位开

发“四大行动”，加快贫困群众脱贫奔康步伐。一是实施技能提

升行动。建立脱贫“技能包”，面向贫困户开展技能培训，确保

每个贫困家庭至少掌握 1项脱贫技能。大力开展家政、建工、农

技等实用技术培训，打造“昭化妹”“昭建工”“昭技师”等特色

劳务品牌。二是实施精准转移行动。坚持“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思路，充分发挥驻外商会和劳务工作站作用，动态掌握区内企业

和新经济组织用工缺口，常态开展“就业援助月”“民营企业招

聘周”等活动，确保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稳定就业、稳定增收，

打通增收“快车道”。三是实施“众创”挖潜行动。全面落实创

业贴息、税费减免、社保补贴等扶持政策，对创业的贫困群众，

给予 3 年全额免息贷款，对经营实体吸纳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的，给予每年每人 500 至 800 元的稳岗补贴，2016 年，通过发

放创业贴息贷款 1100 余万元，撬动 1424 个农村创业实体蓬勃发

展，其中，541 户贫困家庭实现成功创业。四是实施岗位开发行

动。坚持“资金渠道不变、岗位数量不减、补贴标准不降”的原

则，开发保洁保绿、基建管护、安全协管等各类公益性岗位 700

余个专项用于贫困群众。定向推荐贫困家庭大学生到区内企事业

单位、乡镇、村（社区）见习，贫困家庭大学生初次就业实现全

覆盖。 

二、突出安居扶贫“四个一批”，切实解决农村危旧房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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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广难题。积极推行“新建、搬迁、改造、保障”相结合的农房

建设方式，大力实施“万户土坯房改造工程”，同步推进“物的

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一是新建一批。支持有能力、

长期在家居住的贫困户，按照“适度集中、适度规模”原则，采

取统规统建、统规自建等方式新建住房 9200 余户。二是搬迁一

批。针对居住地生存环境恶劣、居住过于分散、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配套难的建卡贫困户，就近搬迁到条件较好的地方，并

配套聚居点基础建设。三是改造一批。鼓励长期在家居住、房屋

结构安全牢固的土坯房建卡贫困户，按照“六改六建一塑造”标

准进行改造，建设“记得住乡愁”的新农村，改造旧村落 68 个、

农房 2800 余户。四是保障一批。对建不起、改不起的贫困户实

行集中供养和分散安置，通过集中新建、现有集体闲置房屋改造、

无人居住安全住房租赁等多种渠道提供保障性住房，确保兜底保

障对象住有所居、住的安全。 

三、实施健康扶贫“四大工程”，有效破解因病致贫返贫难

题。创新实施家门口诊疗等健康扶贫“四大工程”，有效破解贫

困患者“看不上病、看不准病、看不好病、看不起病”难题，经

验被国务院扶贫办全文刊发，被列为全国健康扶贫经典案例。一

是实施家门口诊疗工程。完善医疗硬件配套，区财政安排专项资

金 1200 万元，加强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配齐配强乡镇卫生院

医疗设备，让贫困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全面、专业的医疗服务，基

本实现“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区、危急重症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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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目标。二是实施医疗政策兜底工程。在全省率先实现贫困患

者区内住院和部分重特大疾病区外定点救治费用两个“零支付”，

其中：乡镇卫生院住院，新农合报销 90%、民政救助 10%；区级

医疗机构住院，新农合报销 70%、民政救助 17%、医院减免 3%、

财政兜底 10%；10 种重大疾病实现区外定点救治、按病种限额“打

捆付费”，住院费用由新农合、民政救助、医院减免、财政兜底

等方式全部解决。大力实施慢性病门诊救助，确定高血压、尿毒

症等 44 个慢性病病种，报销比例提高到 90%，累计救助贫困慢

性病患者 2079 人。三是实施劳动力恢复工程。首批确定心脏介

入、全髋置换等 6个病种作为劳动力恢复的专项救助项目，通过

新农合报销、大病保险赔付、民政救助等现有政策分摊救治后，

差额费用由财政全额解决。2016 年，418 名贫困患者得到救治并

恢复劳动力，实现家庭自身“造血”增收脱贫。四是实施结对帮

扶工程。推出每位贫困患者落实一家诊治医院、一名主治医生、

一个科学治疗方案、一套合理康复计划、一系列降费措施等“五

个一”帮扶措施，有效解决贫困患者盲目就医和就医不及时问题。

组建由医疗人员组成的 “一站式”服务团队，患者治愈后拎包

出院，所有减免、救助、报销等手续由“一站式”服务团队代为

办理。 

四、强化兜底保障“四个到位”，着力破解特殊困难群体脱

贫难问题。实施靶向精准兜底救助，切实解决“贫有所济”“难

有所助”“残有所保”“老有所养”问题。一是底线民生保障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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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实现脱贫的建卡

贫困户，全部纳入农村低保。大力推动扶贫线与低保线“两线合

一”，坚持农村低保动态管理与扶贫对象识别调整同步进行，创

新推出“三会二查三公示”精准低保评审模式，做到公开、公平、

公正。二是生活难题化解到位。大力实施“十大救助制度”，将

建卡贫困对象全部纳入救助范围，分类提高救助标准，对临时生

活救助最高限额由 0.3 万元提高到 1万元，确保困难群众生活有

保障。三是残疾人发展保障到位。大力开展“开放量服”工作，

为全区所有残疾人制定“一对一”帮扶方案，为有劳动能力的

5583 名残疾人制定就业发展方案，对自主创业达到一定规模的

残疾人，给予 2000 至 5000 元一次性创业补助。全面扩大惠残范

围，完善残疾人低保、农保、农合和护理补贴等“四保合一”政

策。四是特困人员兜底到位。全力保障基本生活，建立健全农村

特困人员供养金增长机制，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标准由每人每

月 390 元提高到 600 元。采取“公建民营”方式，对昭化敬老院

进行全面维修、改造和设施配套，取得全市首张公建民营养老许

可证，敬老院入住率达到 67%。对无房居住的农村特困人员，统

一到敬老院集中供养。 

五、健全财政资金“四大机制”，切实解决民生保障资金短

缺难题。坚持以人为本，建机制、保基本、兜底线，持续增加民

生投入，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一是建立财政投入持续

增长机制。积极向上争取民生项目、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统筹

 - 5 -



用于中小学“热水澡”计划、助学金补助倍增计划、危旧房改造

等民生工程，近三年民生保障资金支出增幅均保持在 10%以上，

民生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保障能力不断增强。二是建立涉农资金

整合机制。制定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方案，统筹整合资金向重点贫

困村和建卡贫困户倾斜。2016 年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面达 62%，有

力助推贫困村、贫困户按期脱贫退出。三是建立财政资金撬动放

大机制。深入推进财政金融互动，安排资金 8300 万元建立农房

建设、扶贫小额信贷、产业发展引导、返乡创业就业等“五大基

金”，撬动信贷资金 6 亿元投入脱贫攻坚，财政资金放大效应逐

步显现。将财政支农资金形成资产，以股权形式量化到贫困户，

实现贫困群众长期有稳定收益。四是建立社会保障资金监管机

制。将社会保障资金全额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分类建立台账、封

闭运行，资金拨付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银行代发制度，确保资金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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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广元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广元市脱贫攻坚指挥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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