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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之难，在于末端。“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攻坚战质

量。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视察时就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两不愁三保障’各项措施落实到村、

到户、到人。”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攻坚克难的关键一年。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就是要瞄准“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尽锐出战、

集中火力，确保目标不变、靶心不散，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本报记者 陆 飞

“盼望了多年的城市自来水终
于流进了我家，不仅水质清洁、卫
生，而且水压很正常，我们的生活
方便多了。”在宜秀区罗岭镇罗岭
村，村民汪满荣一打开家里的水龙
头，清澈的自来水便哗哗流出，用
水如此方便，让汪满荣非常高兴。

“之前我们用的都是自家的井
水，水质差，而且碱性大。”汪满
荣说，能尽早用上自来水是她这
些年来最迫切的愿望。得益于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实施，如
今，罗岭村家家户户都接通了自
来水，结束了村里 1000 多户村民
用不上自来水的历史，而让村民
们更为满意的是整个工程全部由

政府埋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

我市将建设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 200 余处，总投资 1.41 亿
元，受益人口17.2万人。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是市政府今年继续实施的民生工
程之一，涉及农村饮水管网延
伸、水厂建设等，主要对现行标
准及规模偏低的农村饮水、供水
工程，进行改造、配套、升级、
联网。今年，中央及省下拨安庆
市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资
金 1.09 亿元、县级配套 3000 余万
元，共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 200 余处，今年将继续向

贫困村、贫困户、出列村、脱贫
人口重点倾斜。

自2005年起，农饮工程在我市
逐步推开。截至2018年底，全市拥
有日供水能力1000吨以上的农村自
来水厂119座、200吨至1000吨之间
的约80座、20吨至200吨之间的近
千座。此外，还有500余处日供水
能力20吨以下的农村集中饮水点。
农饮工程已基本覆盖全市所有行政
村，覆盖农村人口约400万、占全
市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同时，
截至2018年底，全市所有建档立卡
的贫困人口已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全覆盖、全部喝上了干
净卫生的自来水。

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
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
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
直接关系攻坚战质量。

“只有真正瞄准短板弱项，集
中优势兵力解决重点问题，才能有
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使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
史检验。”市委党校李青教授表
示，今年，脱贫攻坚的重点是对照

“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把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安全饮
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找出来，逐
项、逐户、逐人对账销号，防止出
现遗漏。

瞄准短板
解决问题

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
室、环保标准的运动场、美丽的绿
化景观、整洁卫生的厕所……走进
岳西县中洲小学，得益于“全面改
薄”项目的高效实施，让这所山区
小学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山
里娃”们如今也能像城里的孩子一
样，在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学校
里享受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简称“全面改
薄”，不让贫困家庭孩子输在起
点，是守住民生底线、促进教育公
平的关键举措。2016年，我市出台
《关于教育扶贫的实施意见》 提

出，要按照“保基本、兜底线”的
原则和“缺什么、补什么”的要
求，使全市375个行政村学校和教
学点都达到基本办学要求。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
之策。

家住桐城市青草镇永庭村的叶
玉杰老人接到了孙女所在学校的电
话，说他的“一卡通”上已经转入
了春季学期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费
625 元，请他带身份证到银行领
取。老人从银行回到村里后，逢人
便乐呵呵地说：“真没想到，现在
国家的政策这么好，贫困家庭的孩

子再也不用为上学发愁了。”叶玉
杰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我
市，像他这样的贫困户家庭信息全
部被收录进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庭在校学生基本信息数据库”，凡
是子女在校寄宿的，不用申请公
示，每个学生的生活补助费会一个
不漏地按时存入监护人账户。

“教育扶贫要对贫困户子女
‘高看一眼’，让他们优先享受资助
政策，优先享受最高标准，优先享
受政策叠加。”记者在市教体局学
生资助管理科了解到，教育扶贫作
为扶贫攻坚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举
措，不仅有助于提高人的素质，还

可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使彻底
脱贫成为最大可能。

贫困地区教育基础差，从硬件
到软件都有待提升。所以，教育扶
贫要对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统筹配
置，更多聚焦贫困地区。市扶贫
办主任童宏葵表示，在规划制定
上对贫困地区“厚爱一分”，充
分考虑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需
求；在资金安排上对贫困地区

“倾斜一点”，集中更多的财力，
为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改
善 和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 添 砖 加
瓦”；在智力服务支持上对贫困
地区“关注一些”。

治贫先治愚
扶贫先扶智

我市“四个精准”夯实脱贫攻坚工作
基础。精准识别，坚持“应纳尽纳”“应返
尽返”，常态化调整扶贫对象，新增115户
389人，返贫4户17人，人口自然变更（增）
6451人，人口自然变更（减）10912人。精
准投入，设立革命老区专项发展资金600
万元，重点支持对革命做出巨大贡献且集
体经济薄弱的贫困村或非贫困村。精准
帮扶，253家帮扶单位分村编制年度帮扶
计划，4119 名帮扶责任人对贫困户做到

“一户一方案、一人一措施”。精准对接，
30家市直单位有序推进望江、太湖贫困县
退出需求对接清单149个支持事项，涉及
资金3.1亿元，截至7月底，已落实支持事
项112项、资金2.64亿元。 扶 贫

我市“四个精准”
夯实脱贫攻坚工作基础

宿松县探索信息化教学加快建设智
慧校园。一是实现视频系统互通，完善网
络基础设施，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优
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
通”，宽带接入率、校园网建有率、班级多
媒体覆盖率均达100%；建成1个主会场、
76个分会场视频会议系统，各会场之间
可音视频通信、数据交互、远程共享。
二是提升在线教学能力，依托省基础教
育资源应用平台、网络研修平台等，积
极开展“一师一优课”、乡村教师网络研
修、信息化应用竞赛等活动；利用在线
课堂设备资源，常态化开展音乐、英
语、美术等学科在线教学。三是开通名
师“空中课堂”，选拔各学科骨干名优教
师，精心遴选教学课程，配备录播工作室，
学生根据需要自愿选课听课，对所有建档
立卡贫困生免除全部费用。 宿 办

宿松
加快建设智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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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县“四动”模式助推油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高位推动。将油茶产业列
为全县农业五大主导产业之一，在新造
油茶林、改造低产林、扶持龙头加工企
业等方面出台扶持政策。目前全县油茶
面积达18万亩，油茶籽总产量达到8000
吨、产值1.28亿元。资金撬动，每年拿出
400万元专项资金，加大对林业、财政扶
贫、农业产业化等项目资金整合力度，
支持油茶产业化发展，对油茶造林每亩
补助500元。科技促动。坚持“请进来、
走下去”，编制油茶新造和低改技术规
范，举办培训班 8 期，培训 800 余人
次。龙头带动，培植龙头企业，推进规
模经营，油茶流转土地12万亩，培育种
植大户43户，加工企业达30家，山里郎
茶油公司年产值达3.84亿元，“山里郎”
牌精制保健茶油被评为第四届中部博览
会推荐产品。 太 湖

太湖
助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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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深山区的桐城市黄甲镇石
窑村，这里山大连绵，位置偏
远，交通不便，是有名的省级贫
困村。一直以来，村民们从未放
弃过上好日子的念想，千方百计
向贫困宣战，这其中，就包括易
地扶贫搬迁。

“现在的生活，以前想也不敢
想，要不是扶贫搬迁好政策，还不
知道要在山里住多久。”搬进集中
安置的新房后，石窑村村民吴向满
脸上笑开了花。吴向满告诉记者，
他以前的家是山上的一间土坯屋，

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不说，年久失
修还面临着倒塌的危险。今年，他
搬进了村里新建的楼房，不仅水电
路齐全，还有路灯、绿化带，“环
境优美像别墅，都赶上城里人的生
活了。”

“挪穷窝、换穷貌、改穷业、
拔穷根……当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
人，搬迁就成为贫困群众的必然选
择。”桐城市在异地搬迁扶贫的实
施过程中，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下大决心、花真功夫让贫
困地区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

发展、可致富”，让搬迁户享受到
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生活环境和就业
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贫困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
障”目标中，“住房安全有保障”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我市通过易
地扶贫搬迁工作，解决一方水土养
不活一方人的问题，让不少贫困
群众住上了新房子。

民以居为安。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与农村危房改造的组织实施，
缓解了百姓建房资金压力，帮助贫

困户实现了住上安全放心房屋的愿
望，激发了他们学技术、求发展
的内生动力。记者从市住建局了
解到，我市今年将继续实施农村
危房改造民生工程，计划改造
4169 套，全力推进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
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这 4 类重
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实现中央
确定的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
障”总体目标中住房有保障的目
标，切实提高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搬出“穷窝窝”
住上新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