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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14 日电 《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

“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
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
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
度。”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体系的必
然要求。

第一，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
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
任务和标志性工程，举全党全国之
力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
底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
贫困得到解决，彻底消除了困扰中
华民族数千年的绝对贫困。实现脱
贫目标不易，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
样不容易。党中央决定，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完成后，设立5年过渡期，
做到扶上马、送一程。正是因为有

了过渡期的政策安排，构建了完善
的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尽管近
几年经历了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
多重冲击和挑战，脱贫地区始终牢
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
线。但要看到，即使过渡期以后，因
疾病、事故、灾害等各种原因造成一
些低收入农民家庭甚至局部区域规
模性返贫致贫的风险仍然存在。必
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完善覆盖农
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
制，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
持续，筑牢防止返贫的堤坝。

第二，这是激发农村低收入人
口内生发展动力的需要。精准帮
扶，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大法宝，
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常态
化帮扶低收入人口的根本途径。如
果用一兜了之的办法大包大揽、包
办代替，就会形成“等靠要”依赖症，
甚至造成“养懒汉”的逆向激励。必
须把激发农村低收入人口内生发展
动力作为常态化帮扶的重要取向，

根据农村低收入人口家庭具体情
况，分析返贫的风险、低收入原因是
什么，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过上好日
子的门路在哪里，区分有没有劳动
能力，实行分层分类帮扶，精准施
策，提高帮扶效能。

第三，这是建设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的需要。党的二十大
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仍然在农村。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
化成果，重点和难点仍然是农村低
收入人口。许多农村低收入人口自
我发展能力和发展条件不足，过渡期
后乃至今后更长一个时期，仍然离不
开国家必要的扶持。需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覆盖农村
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
全让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
跟上现代化步伐的制度安排，采取有
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
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
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要
健全动态监测机制，推动防止返贫帮
扶政策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
政策衔接并轨，把符合条件的对象全
部纳入常态化帮扶范围。对没有劳动
能力的，要通过综合性社会保障措施
兜底，兜牢最低生活保障底线，完善社
会救助举措，实现应保尽保，确保基本
生活无忧。对有劳动能力的，要在保
障基本生活基础上，实行扶志扶智相
结合，加大开发式帮扶力度，注重激发
自我发展主动性，引导他们自强自立，
通过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开展技能培
训、组织转移就业等方式，帮助他们增
强“造血”能力，靠自己辛勤的双手创
造更加美好生活。要建立欠发达地区
常态化帮扶机制，补上公共服务短板，
发展壮大特色产业。脱贫期间形成了
庞大扶贫资产，要健全脱贫攻坚国家
投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制，确保
持续发挥作用。

新华社北京 9月 14日电（记者
周圆）记者 14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今年第13号台风“贝碧嘉”向我
国华东沿海靠近，其登陆强度大，核
心区域降雨强度和降雨总量较大，
且恰逢中秋假期，出行人员多、流动
性大，安全风险突出。国家防总已
针对上海、浙江、福建、江苏启动防
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
作组赴浙江一线协助指导。

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贝碧
嘉”将于15日夜间到16日上午在浙
江台州到江苏启东一带沿海登陆。
受其影响，15日至17日，江淮、江汉
东部和江南东北部将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在会商

中指出，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趋势，
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统筹指挥调
度。海上要重点落实渔船回港避风、
作业平台和海洋牧场等人员上岸等
各项措施。陆上要紧盯山洪和地质
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洪水风险区、
水库塘坝、城市低洼易涝点等关键部
位和薄弱环节；提前落实旅游景区、
在建工地、交通航线“关停撤转”等管
控措施；加强流动人员风险预警和安
全管控；加强应急通信保障，结合险
工险段、重点部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
物资装备。

“几天一小检，一周一大检，再加上十几张考核表，乡镇、
村干部加班加点也干不完，本职工作只好放在一边。”记者在
基层采访时，听到一名乡镇干部这样反映。过频过繁的检查
考核并非个例，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期召开会议强调，统筹规
范督查检查考核，切实解决过频过繁问题。

有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有的乡镇为了迎接检查，班子
成员都不够用了；有的内容几乎相同的检查，从省到市，再到
县，从“委”到“办”，再到“局”，各个层级、多个部门都要轮番
来一遍，检查环节却一样不能缺。

面对不合理的检查考核，基层干部又丝毫不敢怠慢。检
查考核结果直接决定基层工作成果，一旦应付不好，一年等
于白干。

过频过繁的检查考核不仅降低工作效率，还消耗行政资
源，消磨基层干部意志，一些干部不得不以“形式”对付“形
式”，只在纸面上“做文章”，主观能动性和积极作为态度逐渐
消磨。

检查考核过频过繁，是党中央重点整治的问题。近日印
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对严格计划和备
案管理、改进方式方法、严控对基层督查检查考核总量等作
出明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对标对表、举一反三，以钉钉子
精神逐一筛查整改自身问题。

切实解决检查考核拖累基层问题，关键在上级。对基层
的重重检查都来自上级，有的领导干部把检查考核看作是

“刷存在感”的手段，对于工作的落实有“一检再检”的冲动。
要明确检查考核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决不能本末倒置、舍本
逐末。

切实解决检查考核拖累基层问题，要破除传统思维、路
径依赖。反复检查不是抓落实的唯一方式，也不是见成效的
根本方法。考核应以考准考精考实为出发点，由重“痕迹”向
重“实际”转变，“挤水分”“做瘦身”，优化精简考核体系、指标
和方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政策。

当下，一些地方正在积极探索将部分工作不再列入考核，聚焦考核源头减
负，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松绑”，又得到干部群众的认可点赞。希望越来越多的
部门单位秉着实事求是精神，优化考核体系，切实把基层干部从繁复琐碎、流
于形式的考核中解脱出来。负担轻了，发展劲头才会更足。

（新华社成都9月13日电）

新华社北京 9月 14日电（记者
谢希瑶）记者 14日从商务部获悉，
商务部等11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
布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第四批全
国试点及首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
名单。

名单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顺
义区，河北省张家口市等60个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第四批全国试
点；江苏省南京市、河南省鹤壁市等

15个首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
通知提出，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

承担着深化便民生活圈建设的重要任
务。省级相关部门要加大工作指导和
政策支持力度，督促试点地区加强组
织领导，细化工作方案，划定生活圈
总量，明确每年度任务，结合实际分
类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争取利用2
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主城
区社区的全覆盖。

为什么要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
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

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中秋节前夕，各地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民俗文
化，喜迎中秋佳节。

图为 9 月 14 日，四川省广安市
西溪社区举行迎中秋活动，小学生
在活动中体验打糍粑。

（新华社发）

多
彩
活
动
迎
中
秋

别
让
﹃
几
天
一
检
﹄
拖
累
基
层

新
华
社
记
者

高
健
钧

多部门部署防范应对台风“贝碧嘉”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首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