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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 832 个贫困县已
全部脱贫摘帽，剩余贫困人口正
在履行退出程序。但部分已脱贫
人口政策性收入占比较高、自我
发展能力还显不足、发展基础相
对薄弱。

欧青平说，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以家庭为单位，主要监测建档
立卡已脱贫但不稳定户和收入略
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边缘户。
已脱贫的贫困人口，脱贫攻坚结
束后，过渡期内保持相关政策相
对稳定。没有纳入建档立卡的边
缘易致贫人口，针对“两不愁三保
障”方面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
此次建立机制，强化了事前和事
中的帮扶，补齐了防止返贫致贫

的制度拼图，筑牢了脱贫攻坚成
果的保障网。

江西省新余市委副书记曾萍
介绍，借助“智慧新余”平台，可对
60多个政府部门及相关领域数据
信息“一站式”核对，按照“遇困即
扶”的原则因户施策，精准帮扶。

贵州省江口县委书记杨华祥
说，当地由驻村工作队、帮扶干
部、村组干部全面排查，做到对象
实时掌握、困难现场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

河北省扶贫办主任李志刚介
绍，河北从 2018年起构建了筛查
监测、帮扶救助、动态管理的全覆
盖防贫体系，今年以来没有出现
新的致贫和返贫。

“对识别出的监测对象，指导各地因
人因户施策，及时落实产业、就业、综合
性 保 障 等 相 应 措 施 ，消 除 返 贫 致 贫 风
险。”欧青平说。

欧青平介绍，对有劳动能力的监测
对象，加强劳动技能培训，通过劳务扶贫
协作、扶贫车间建设等，帮助其转移就
业。统筹利用公益岗位，多渠道积极安
置监测对象。对无劳动能力的监测对
象，进一步强化低保、医疗、养老保险和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综合性社会保障措
施，确保应保尽保。

“鼓励各地创新帮扶手段，多渠道筹
措社会帮扶资金，为监测对象购买保险，
及时化解生活生产风险，广泛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扶贫助困。”欧青平说，下一步，
将会同中央有关部门进行深入研究，不
断优化完善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加强工作指导力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 据新华社

今年底所有贫困人口将全部退出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2日在国新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剩余的贫困人口正在履行退
出程序，从目前情况看，到年底所有贫困人口也将全
部退出。

“为确保脱贫攻坚的质量和成色，按照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今年初我们就建立了防止返贫和监测帮
扶机制，在攻坚剩余脱贫任务的同时，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返贫致贫。”欧青平说。

针对社会关心的脱贫后政策是否会变，欧青平
说，政策会保持总体稳定，脱贫攻坚期后要设立过渡
期，在过渡期内继续实行“四个不摘”，即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切
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欧青平透露，按照中央的要求，现在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正在研究制
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指
导意见，会同相关部门对脱贫攻坚期内原有支持政
策进行完善调整，对相关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欧青平说，下一步要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
发达地区的帮扶机制。初步考虑是在西部地区已经
脱贫摘帽的县中再选择一部分困难的县，增强这些
重点帮扶县内生发展动力和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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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各地普遍建立并全面实施了防止返贫
监测和帮扶的机制，聚焦两类群体存在的返贫致贫风
险和突出短板，及时落实帮扶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在
12月 2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
副主任欧青平介绍说。

国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
深入研究，不断优化完善防止返
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充分吸纳借鉴各地探索创新
的好经验、好做法，完善工作机
制，细化制度安排，进一步强化对
重点群体的监测预警。

对脱贫监测户继续落实现有
脱贫攻坚各项帮扶措施和政策，
对贫困边缘户及时给予扶贫小额
信贷支持，加强培训，统筹利用公
益岗位等多渠道安置，及时化解
生产生活风险，防范出现系统性、
区域性大规模的返贫现象。

下一步要从集中资源脱贫攻
坚转向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为主：设立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继
续实行“四个不摘”，即摘帽不摘
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
扶、摘帽不摘监管。

帮扶资源、帮扶力量，总体保
持稳定，重点做好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帮扶工作，不断健全完善农
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建立农
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的帮
扶机制，在西部地区已经脱贫摘
帽的县中再选择一部分困难的
县 ，支 持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常钦）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
攻坚带来很大影响，一些贫困地
区还发生了洪涝地质灾害。国
务院扶贫办建立疫情影响分析
应对机制，定期开展调度，督促
指导疫情、灾情较重的地区，转
变工作方式，积极稳妥推进脱贫
攻坚各项重点工作。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先后出台了 40多项政策文

件，从资金支持、产业就业等方面
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对受疫情、灾情影响的贫困
群众面临的“三保障”和饮水安全
问题，因地制宜、因户施策，一对
一帮扶，化解返贫致贫的风险。
从各地反馈的情况，没有出现因
疫因灾返贫致贫的问题。还将进
一步加强跟踪监控，确保今年的
脱贫攻坚任务能圆满收官。

强化事前事中帮扶

克服疫情灾情影响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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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群众脱贫后帮扶政策
会变吗？返贫怎么办？

目前全国832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摘帽。剩余的贫困人口正在履行退
出程序，从目前情况看，到年底所有贫困人口也将全部退出。贫困群众脱贫
之后政策会变吗？扶贫投入还会持续吗？返贫怎么办？针对这些问题，记
者在2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采访了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

脱贫后政策会变吗？
“政策会保持总体稳定，帮扶措施不

能‘急刹车’。”欧青平说，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后，仍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欧青平进一步解释，脱贫攻坚期后
要设立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继续实行“四
个不摘”，即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
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脱贫攻坚之所以能取得前所未有
的决定性成就，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集
中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贫困地区，解决
了多年想解决但没解决的问题。”欧青平

说，无论是帮扶的资源，还是帮扶的力量
都会保持总体稳定。

欧青平说，下一步，要建立农村低收入
人口和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机制。初步考虑
是在西部地区已经脱贫摘帽的县中再选择
一部分困难的县，增强这些重点帮扶县内
生发展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欧青平透露，按照中央的要求，现在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正在研究制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对脱
贫攻坚期内原有支持政策进行完善调整。

据《人民日报》

返贫怎么办？
“为确保脱贫攻坚的质量和成色，按

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今年初我们就建
立了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在攻坚
剩余脱贫任务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返贫和新的致贫。”欧青平说。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今年 3月印
发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建
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
见》，明确了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的
顶层设计。

“这一机制在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基础上，变事后帮扶为事前预防与

事后帮扶相结合，及时发现风险，及时落
实帮扶，实现贫困人口动态清零，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欧青平说。

欧青平表示，在收官之年，建立并实
施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是一项必要
的制度保证，是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重要基础，筑牢了脱贫攻坚成果的保障
网，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明确了工
作路径和抓手。特别是在应对今年的疫
情、灾情以及突发情况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有效防止了返贫和新致贫情况
的发生。

监测对象和范围是哪些？
欧青平介绍，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以家庭

为单位，主要监测建档立卡已脱贫但不稳定
户和收入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边缘
户。例如，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
准1.5倍左右的家庭，以及因病、因残、因灾、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引发的刚性支出明
显超过上年度收入和收入大幅缩减的家庭。

监测程序方面，以县级为单位组织
开展，通过农户申报、乡村干部走访排

查、相关行业部门筛查预警等途径，由县
级扶贫部门确定监测对象，录入全国扶
贫开发信息系统，实行动态管理。

“鼓励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探索创
新，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发
现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明确要求各
地要加强监测对象信息共享，不另起炉
灶，减少不必要的填表报数，切实减轻基
层负担等。”欧青平说。

监测发现问题怎么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