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统筹抓好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重点任务，以更强的决心、

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坚

决打赢疫情阻击战和脱贫攻

坚战。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全面小康、脱
贫攻坚即将步入决胜时刻。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新的风险挑战，江西省迅速行
动，统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重点任务，以更强的决心、更
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聚焦薄弱环节，
抓紧补齐短板，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和脱
贫攻坚战。

春耕正当时 供销渠道畅

2月26日，走进高安市邦谷农业示范
基地扶贫产业园，远远地就听到了机器轰
鸣声，只见旋耕机在土地里来回穿梭，一
个个大棚正被“唤醒”，在整理好的大棚
内，村民们戴着口罩，分散作业，正在抢
栽西瓜秧苗，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

“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这里不仅是发
展产业的战场，更是贫困户增收的战场。”
村民张万能边遥控着智能旋耕机为即将种
植的西瓜疏松土壤边告诉记者，“受疫情影
响，这些西瓜已经推迟了近20天的移栽
期，为了更好地抓好今后的生产，农业部
门为我们量身定制了指导方案，努力将疫
情影响降到最低”。

江西按照“复工前有准备、复工中有
秩序、复工后有制度”的要求，加强扶贫
产业受疫情影响、种养技术、市场行情、
用工需求等信息发布，强化纳税延期、税
收减免、房租减免等政策支持，帮助扶贫
经营主体复工复产。目前，全省47634个
具有扶贫功能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创业致富带头人、家庭农场等带贫益

贫经营主体，复工复产率超九成。
扶贫产业一头系着贫困农户，一头连

着广阔市场。眼下，一场扶贫农产品进机
关、学校、医院、企业、社区等单位食堂
和交易市场的“六进”活动正在江西如火
如荼地展开。江西省出台《江西省消费扶
贫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加强市场行情
和产销对接，拓宽扶贫产品销售渠道，加
快政府采购贫困地区产品进度，优先采购
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我们筹集了150万元资金团购‘慧农
选’电商消费扶贫平台的扶贫农产品套餐，
全区各机关食堂和公立医院、公立学校食
堂全年按年消费总量的20%以上采购扶贫
农产品，解农副产品滞销之困。”萍乡市安
源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江西还鼓励和引导各类企业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设立消费扶贫专柜、专区、专
馆，支持试点企业开展消费扶贫专柜创新
试点，建立长期稳定的线下扶贫产品交易
场所；支持大型商超、农产品配送企业在
贫困地区建立直采直供基地，畅通“菜篮
子”“米袋子”供销渠道。

就业更稳当 群众稳增收

“多亏了政府帮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
赚钱，还能照顾家庭，今年脱贫更有信心
了。”站在宜春市袁州区金瑞镇庙前村葡萄
园基地里，今年51岁的贫困户易坫风高兴
地说。

针对疫情影响，江西切实把贫困户就
业帮扶工作抓实做细，确保贫困户今年收
入不减，实现稳定脱贫。依托江西省精准
脱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江西建立贫困劳动
力就业情况监测管理系统，完善贫困户

“三业”（就业产业创业）、培训和公益岗位
统筹落实、分类标识、分别管理、定期调
度的一体化台账信息管理。与此同时，以
村和搬迁安置点为单元，细化实化贫困户
到户到人，从事“三业”地点、单位、时
间、岗位（公益岗位）、月（年）收入和培
训等内容，全面掌握贫困户的就业路径、
收入来源和培训等情况。

江西各地陆续出台有效应对疫情支持
保用工稳就业的政策措施，如抚州市开展
送岗位进村入户活动，鼓励引导反向滞留
贫困人员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目前，该市
外出返乡贫困户中有8654人已在本地实现
就业。

“对已在乡创业的，我们积极帮助其尽
快复工复产，紧盯扶贫小额信贷、创业担
保贷款、创业补贴等政策的落实，特别是
最大限度地帮助已有扶贫车间的复工复
产，尽量安排贫困户就业；对返乡创办产
业和扶贫车间的，积极协调帮助解决土地
流转、生产用房，落实补助政策，解决信

贷和用工等方面的问题，为其早日生产开
工创造条件。”江西省扶贫办副主任饶振华
介绍说。

兜牢保障线 干部扶贫忙

“多亏了谢书记帮我联系销售渠道，解
决了莲子销售难题。”近日，抚州市广昌县
驿前镇姚西村贫困户冯海华提起村第一书
记谢昌富的帮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眼下，江西1.7万余名“第一书记”冲
在了脱贫攻坚最前线，成为打赢疫情阻击
战和脱贫攻坚战的尖兵。

“疫情期间，全市80个贫困村驻村工
作队全员到岗到位，对受疫情影响存在返
贫风险的已脱贫人口、存在致贫风险的边
缘人员、存在脱贫困难的贫困人口等‘三
类人员’，重点就产业发展、就业务工、收
入、‘两不愁三保障’等方面开展精准帮
扶。”南昌市扶贫办主任刘斯彬说。

江西省把有效应对疫情、决战脱贫攻
坚纳入市县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的重要内容，要求市县党政领导干部要冲
锋在前，作好示范，深入扶贫联系的县乡
村，挂牌督战解决受到疫情影响的突出
问题。

江西省扶贫办、财政厅日前发布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强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及时落实好有针对性帮扶措
施，确保基本生活不受影响，防止返贫
致贫。

“我们从坚决完成剩余脱贫任务入手，
按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要求推进脱贫攻
坚，抓紧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全
面补齐脱贫攻坚短板弱项，加快整改排
查，全面兜牢脱贫基本保障，提前防范返
贫致贫风险，建立健全巩固提升机制，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江西省副省长、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胡强说。

“小缎姐，今天我在与江
西九鼎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确
定了就业意向，等体检、培训
通过，我就可以上班啦，这份
工作收入每月可比以前能多
2000元左右。”2月 28日，江
西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烟棚村
村民黄路秀给村里的扶贫专干
贾小缎打来电话，开心地说。

今年19岁的黄路秀来自烟
棚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之
前一直在市区一家餐饮店负责
收银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左
右。原本打算过完年就外出打
工，但新冠肺炎疫情没有结
束，黄路秀取消了之前的计
划，这些天她一直发愁怎么找
到新工作。

烟棚村扶贫专干贾小缎了
解到黄路秀的情况，开始帮她
关注近期的招工信息。得知 2
月28日上午镇里举办重点企业
流动对接会，她第一时间通知
黄路秀去参加。“她家虽然已
经脱贫，但家底薄，经不起

‘风吹雨打’，尤其在疫情期
间，家中没有收入来源。现在
她找的这份新工作既能让家中
收入有保障，又能帮忙照顾到
家里，一举多得。”贾小缎高
兴地说。

据了解，针对贫困群众疫
情期间外出务工难问题，袁州
区各乡镇积极对该区有务工需
求的重点企业，优先组织贫困
户返工、促进贫困人口就近就
地就业，通过举办重点企业流
动对接会，最大限度地减轻疫
情对于贫困户、困难家庭收入的影响。在新坊镇党委、政
府的鼓励引导下，一些原本打算外出务工的群众改变了想
法，仅2月28日当天，就有48人与袁州区各重点企业基
本确定了就业意向。

将企业流动对接会开到村民家门口，袁州区解决了企
业招工难与村民无工可做的堵点问题，保障了企业生产和
村民工作生活平稳有序，实现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的
愿望。

经过多年接续奋斗，江西赣州市贫困
人口从实施精准扶贫之初的115.03万人减
至2019年底的2.82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0.37%。近1个多月以来，江西赣州统筹打
好疫情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坚持防疫不
松劲、脱贫不懈怠、发展不动摇，全市各
地铆足了劲冲刺全面小康。

春雨贵如油，当前正是开展春耕生产
的最佳时期。这几天，兴国县农业技术
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分成12个小组深
入到全县25个乡镇，引导农民和经营主
体分时下地、分散干活，避免人员聚
集，有序开展春耕生产。蔬菜已成为该
县贫困户脱贫增收的主导产业，全县蔬
菜种植面积达 16.2 万亩，组建蔬菜专业
合作社37个。

作为农业大市，赣州多措并举防控产

业扶贫风险，一手指导春耕生产，一手力
促农产品销售。前段时间，信丰县嘉定镇
贫困户张学军的1500公斤辣椒销售困难，
在帮扶干部微信朋友圈“带货”帮助下，
几天内就销售一空。

赣州以资金奖补形式促进消费扶贫，
针对电商平台、企业销售贫困户因疫情影
响滞销的农产品，超1万元的给予1%资金
补贴；针对贫困户农产品受疫情影响滞销
的，滞销受损部分经核实后可按产业扶贫
奖补政策50%的标准再补助。

高质量脱贫的关键在于贫困户有稳定
收入来源。疫情期间不少企业、工厂都按
要求停工停产，赣州各地在稳固贫困人口
就业方面下功夫、出实招。

2月29日一大早，同往常一样，上犹
县水岩乡村民曾隆华戴上口罩、推着环
卫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上任就业扶贫
公益性岗位后，每月有600元补贴，再自
己养点家禽，挣钱顾家两不误。”为了进
一步缓解疫情给农村就业带来的压力，

赣州决定今年在全市每个行政村新增2名
公益性岗位，用于专门安排贫困劳动力
就业。

南康区瞄准“宅家主播”这一热门业
态，2月份实现网络（预）销售接单80多
方单，电商销售额22亿元，新增了大量就
业岗位。

在赣州原本吸纳了大量贫困户就业的
扶贫就业车间，以特殊形式复工复产。以
往，定南县天九镇东山村贫困户安风英每
天都前往附近的手袋厂工作，受疫情影
响，手袋厂停工。扶贫干部与工厂协调，
在加工厂关闭期间，允许贫困户把加工机
器领回家“居家”生产，原材料和加工成
品由扶贫干部统一配送和收回。

赣州对防疫措施达标复工的就业扶贫
车间，根据规模给予一次性不超过2000元
的防疫费用补贴。会昌县12家扶贫车间企
业正式备案复工，确保了该镇包括260余
名贫困户在内1100余名村民就业。

除了做好贫困户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

外，赣州还立足实际，密集出台了一系列
服务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兜
牢贫困人口保障底线，织密脱贫保障网
络，全方位、多层次地为各地做好脱贫攻
坚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在帮扶扶贫企业发展方面，对扶贫农
产品和农资开辟绿色通道，畅通农产品流
通和销售渠道，确保种苗、化肥等农业生
产资料调运，确保产得出、运得走、供得
上。在教育扶贫方面，为不具备线上学习
条件的困难家庭提供相应设施设备，确保
线上教育不漏一生，上犹县移动公司已为
136个贫困家庭学生免费安装宽带。

“我们要求各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要到岗到位，沉到一线，精准摸排每
户贫困户具体情况，对确有困难的贫困群
众实施精准帮扶，确保赣县等4个贫困县
（区） 如期摘帽、已摘帽的 7个县 （市、
区）脱贫成果不断巩固提升、9个非贫困县
（区）如期完成减贫任务。”赣州市扶贫办
副主任钟小春说。

春节过后，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湖坪乡东山村贫困户
王国华看着自家大棚里的蘑菇长势喜人，却眉头紧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怎么把30万公斤蘑菇卖出去成了
难题。

不仅仅是湖坪乡种植户碰到了蘑菇滞销问题，全县
牛田、万崇、罗陂等十多个乡镇的菇农同样碰到了销售
难题。

去年，为加快贫困农民增收脱贫步伐，乐安县结合当地
实际，大力引导贫困户、合作社发展双孢蘑菇产业，蘑菇产
业异军突起，成为脱贫一大特色产业，全县建成“双孢菇”
大棚1556个，种植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分布于13个乡
镇，蘑菇总产1.5万吨，直接参与和带动贫困户2000余
户，户均增收1.6万元以上。

春节前后是双孢菇盛产期，但受疫情影响，菇农每天有
十几万斤的双孢菇无法卖出，如不迅速采取行动，菇农将损
失惨重，刚刚因种菇脱贫的贫困户面临再次返贫风险。

“面对菇农困境，作为扶贫龙头企业，此时更应该担当
起来。”江西广雅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传明介绍，公司平
时主要生产竹笋和橘子系列产品，但当得知双孢菇产业遇到
困难时，决定按保护价收购菇农的双孢蘑菇，与菇农共
进退。

2月初，广雅食品有限公司投资100余万元，新建了双
孢菇加工生产线，并以高于市场价的保底价每公斤5元主动
收购加工菇农滞销双孢菇，目前已收购150余万公斤，其中
包括120户贫困户的50余万公斤双孢蘑菇，挽回贫困户损
失250余万元。

提前防范返贫致贫风险

江西：聚力薄弱环节 补齐脱贫短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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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为产业和就业扶贫出实招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刘珊依

龙头企业“巧解”滞销难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黄 芳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通行证，配合量一下体温。”“请
大家少出门，不聚会，勤洗手，多通风。”“最近有几家企业
正在招工，就在我们丰城，离家近，待遇也不错，可以考虑
一下。”

眼下，在江西丰城市各乡镇、街道基层防疫一线，活跃
着这样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他们有的值守在村口卡点，有
的拿着喇叭走村串户宣传，有的正在防疫消杀，有的在散发
企业招工宣传单。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防疫扶贫
专岗人员”。

为有效化解疫情影响、帮助贫困人口稳定就业，进一步
加强防疫基层力量，丰城市开发一批防疫扶贫专岗，重点安
置因受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返岗或失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截
至目前，已有740个村（社区）防疫扶贫专岗人员走上岗位
履职。

“扶贫专岗既激发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增强了自主
脱贫意识，又提高了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有效缓解了疫情
对贫困户经济收入的影响。”丰城市扶贫办有关人员介
绍，防疫扶贫专岗按照每人每月600元发放岗位补贴，工
作期限视疫情发展情况调整。同时，鼓励防疫扶贫专岗人
员在遵守防疫要求前提下，通过微信、电话等“不见面”
方式介绍劳动力到本市企业务工，并按照推荐人数给予适
当奖励。

“防疫扶贫专岗”防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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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江西赣州市于都县仙下乡观背村蔬菜基地，蔬菜长势喜人。 方名荣摄

图为江西省高安市就业扶贫示范点——村前镇强生电子有限公司复工复产。 周 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