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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准 发 力 防 范 因 疫 返 贫
——河北邢台建立健全疫情影响分析应对机制调查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杨永丽

近日，在河北邢台市南和区东三召乡侯一村扶贫大棚内，村民正将采摘的香菇装箱。 邱洪生摄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秩

序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从应急

措施看，城乡群众居家管控、市域

县域短期封闭、商超市场暂停营

业等措施，必然会影响工农业正

常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暂时的

“停摆”也为政府和群众带来短期

的收入压力。即便进入常态化防

控阶段，这种影响也会持续一段

时间。

在经济社会发展链条中，脱

贫人口和低收入群体是薄弱环

节，特别是一些处在贫困线边缘

的浅脱贫群体，更需要加以关

注。因此，做好防止因疫返贫致

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

近两年来，河北各地已经陆续探

索建立完善防返贫机制，此次突

如其来的疫情，正是对邢台市防

返贫机制的一次考验。

从目前的效果看，邢台扶贫

部门这次疫情影响分析应对机制

迅速有力，既体现了应急措施的

精准性、针对性，也检验了长效预

警机制的实效性、及时性。一方

面，找准发力关键点，通过帮助带

贫主体有序复工复产、畅通扶贫

产品的产销对接渠道等措施，将

疫情对扶贫产业的影响降到最

低。另一方面，触发机制响应点，

通过预警机制及时救助、开发公

益岗位、优先介绍工作等措施增

加群众收入；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针对性给予政策救

助、防贫保险救助和社会救助等，有效缓解了群众无法外

出的收入压力。

从长效防贫看，浅脱贫群体未来面临的返贫风险点

不止疫情，还有因病、因灾、因突发事件等各种情况。邢

台的此次应对疫情实践证明，有了长效防贫机制，就能在

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时做到有力有效，既能“见招拆招”出

台临时措施，也能“照方抓药”采取及时响应。

防
返
贫
要
兼
顾
应
急
与
长
效

陈
发
明

本版编辑 王薇薇 王咏倩

新年伊始，河北石家庄、邢台等地相继出现新冠肺炎病

例。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邢台市一度按下“暂停键”，实施市

域封闭、居家管控。面对疫情影响，如何防范因疫致贫返贫？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后，如何构筑起疫情防控和防范返贫

风险两道防线？经济日报记者调查了解到，邢台市扶贫部门

建立健全疫情影响分析应对机制，精准施策，通过强化防贫监

测预警、帮扶带贫主体复工复产、抓好扶贫产品产销对接等措

施，保障贫困群众和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防止因疫情致贫

返贫。

强化防贫监测预警

前段时间，邢台市南和区郝桥镇东郑庄村的脱贫户高立

红的心情像坐了过山车，起伏不定：先是愁，元旦过后受疫情

影响，她的 5000斤西红柿严重滞销；后是喜，防贫预警员上门

帮忙，解决销售和运输渠道，西红柿销售一空。

东郑庄村的乡村防贫预警员是村党支部书记郑现波，今

年疫情发生后，他在村里微信群中看到高立红的愁事，立即上

报镇政府。镇政府扶贫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调查，召开党政联

席会研究方案对策，并积极协调区扶贫办、农业部门解决蔬菜

滞销问题，帮助高立红解决了产品销售问题。

平乡县节固乡邹庄村防贫预警员曹广磊则是每天一个

电话与脱贫户沟通，了解各方面需求。“我在村里长大，对各

家各户情况比较了解，受疫情影响可能存在返贫风险的有 18

户，村里商量后，决定安排他们全部到公益性岗位，确保能有

稳定收入。”

受疫情影响，一些刚刚脱贫的家庭返贫风险加大，还有

一些家庭可能遇到生活困难。针对这些人群，邢台市建立了

日报告制度，1 月 1 日起由乡村预警员每天通过电话、微信等

方式，对脱贫户和边缘户的生产生活和收入情况进行监测，

及早发现致贫返贫风险，做好预警救助。截至 2 月 2 日，邢台

市共收到预警事件 1403 件，已完成救助 340 件，正在救助

1063件。

邢台市扶贫办党组书记韩志强介绍，对于农户而言，如果

疫情期间出现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可以登录微

信小程序，搜索“邢台市防贫防返贫系统”在线申请救助，也可

以向村干部进行申报，符合条件的将按照家庭实际情况制定

救助方案。

据了解，邢台针对不同人群，出台了精准救助方式：对于

有劳动能力的，给予产业就业救助，优先介绍工作岗位；暂时

不能外出务工的，安排扶贫专岗增加工资性收入。对于没有

劳动能力的，针对性给予政策救助、防贫保险救助和社会救

助等。

帮扶带贫主体复工复产

“现在，82 名员工已全部返岗到位，大家正在紧急赶制沧

州肃宁的 5万件 T 恤订单。”临西县临西镇仓上村鸿运服装厂

是村里的扶贫微工厂，负责人孙保林告诉记者，随着员工返

岗，目前厂里可以放开手脚接订单，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订

单已排到两个月后。

疫情发生后，农户按规定停工居家隔离。“人既然来不了

工厂，那就让‘活儿’去找人。”临西镇党委书记赵军说，他们把

辖区内 16家扶贫微工厂化整为零，通过计件计酬让农户居家

就业、居家生产。等疫情过后，及时把产品整合、查验、销售。

1 月 16 日，一接到微工厂复工的通知，赵军作为帮扶专

员，第一时间赶到镇里的16家微工厂实地了解需求，解决工人

按规范出村、货车采购原材料和产品销售等问题。

据了解，临西县各乡镇（园区）专门成立了复工复产工作

专班，下派驻厂员、协调员、纾困员“三员”，指导督促微工厂落

实好厂区消杀、人员车辆登记等防控措施。同时，协调县内

职能部门和各卡口帮助企业打通货物进出辖区的通道，还通

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帮助微工厂解决疫情期间用工难、

销售难、进货难和资金难等问题。截至目前，临西县近 120

家乡村微工厂有序恢复生产，务工村民实现疫情期间收入

“不断档”。

韩志强告诉记者，疫情发生后，邢台市扶贫办第一时间制

定了《关于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复工复产的实施方案》，

在指导各县（市、区）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帮助扶贫龙头企

业、扶贫车间等带贫主体推动有序复工复产，安排贫困劳动力

有序返岗就业，确保贫困群众收入不受影响。

抓好扶贫产品产销对接

临近春节，在邢台市宁晋县贾家口镇小刘村由由种植专

业合作社草莓种植大棚内，一颗颗红艳艳的草莓正透过一排

排高架草莓植株丛探出头来，工人们根据网上订单有条不紊

地忙着采摘、分装、打包。

“这段时间，受疫情影响，外面人进不来，村里人出不去，

但我们的草莓却不愁销路，通过客户微信群等渠道，卖得很

火。”口罩遮住了大棚负责人胡中良的脸，却掩不住他的喜悦，

“村里为种植户打通了农产品销路，为脱贫户继续增收夯实基

础，我们的扶贫产业变得更壮实了”。

2016 年，邢台市威县与德青源集团合作，探索出“企业融

资建厂、扶贫资金入股、企业租赁经营、贫困群众分红、集体经

济受益”的“金鸡”资产收益产业扶贫模式。3年来，累计带动

3.8 万人次共收益 1660.4 万元，为 476 个村增加村集体收益累

计726.2万元。

今年 1月，受疫情影响，“金鸡”蛋品销售一度受阻。威县

扶贫办主任孙国福介绍，为了让威县“扶贫鸡”继续造福于民，

防止群众返贫，威县扶贫、商务等部门把鸡蛋销售主战场向互

联网转移，通过微信群、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发布农副产品销

售信息，拓宽销售渠道。广泛联系动员社会各界，开展订单销

售，切实帮助贫困户将农产品“变现”，持续带动贫困群众

增收。

“现在 60%的鸡蛋都是通过线上销售的，前期我们销往杭

州的 300万枚鸡蛋，基本上能消化 3天的鸡蛋产量。”威县德青

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刘卫华说，他们也没有想到，

疫情防控拓展出的互联网销售现如今反而成为公司销售的主

要渠道。

为抓好扶贫产品销售，邢台市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加快扶贫专区、扶贫专馆、扶贫专柜

建设，确保扶贫产品产得出、卖得好。截至目前，邢台市共

建成消费扶贫专馆 37个，重点突出对扶贫产品的宣传推介、

展示与销售功能；共建成消费扶贫专区 106个，覆盖了所有

县 （市、区）。

贵州遵义推动“村村通”便民服务转型升级——

普惠金融服务站点如何提档次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罗 文

普惠金融，通达城乡。2012年6月5日，遵义

市农村信用社在贵州遵义市仁怀市盐津街道梅

子坳村成立了第一家“村村通”便民服务站。8

年多来，遵义农信在遵义市设置“黔农村村通”银

行卡助农取款便民服务点 1959 个，覆盖 15 个县

（市、区）的 1728个行政村，广大群众足不出村就

能办理基本金融服务。

“黔农村村通”正改变着老区群众的农村金

融生态和支付环境，改变着广大群众的理财观念

和消费方式，成为遵义农信助力农村产业革命和

服务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名片。

去年11月以来，遵义农信以“政务+金融+商

超+N”和“金融+商超+便民服务+N”两种模式，

从形象、功能、运营、管理和服务五个方面，对遵

义市辖内的 33 个“黔农村村通”进行全面升级。

升级之后的服务站点能为当地群众带来哪些实

惠和便利？农村普惠金融又该向什么方向进一

步创新发展？

村里就有“小银行”

“咱们村也有银行了！”去年 11月，红花岗区

金鼎山镇野里村传出“喜讯”。村民口中的“银

行”，指的正是商户李如进开办的“村村通”站点。

站在街道中间，放眼望去，一块绿色的牌匾

挂在门头，上面刻着“贵州农信”和“银行卡助农

取款服务点”，白色大字显得格外醒目。这里还

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现金流通综合服务平台”和

“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也是银保监机构的“金

融知识下乡宣传站”。

记者走进“村村通”站点，看到这里实行了功

能分区，设有专门的金融服务区域，红花岗农商

银行提供的移动展业、验钞机、保险柜等一应俱

全；货架上整齐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还贴有

市场价和会员价两个标签；墙壁上安装着监控摄

像头，下面张贴着业务公告、业务流程图和“十要

十不要”业务办理规定。

“村村通”升级改造后，很快就给商户和农户

带来了实惠。当月，该商户销售额突破了 2 万

元，群众兑换“红豆积分”4000多分。野里村垭口

组的周三爷，一次性在商超里兑换了三袋大米，

哼着小曲，蹬着三轮车拉回家中。

在贵州省联社驻遵义市党工委书记佘传达

看来，“村村通”转型升级是遵义农信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他指出，近年来遵义农信

创新“三农”金融服务平台、载体和模式，支持绿

色产业发展，助力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向

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领域和地域开

放，赋予“村村通”综合服务功能，让广大农民群

众足不出村就能获得与到银行一样的服务体验。

金融与消费“联姻”

把场景金融植入“村村通”站点，实现金融与

消费“联姻”，正安联社在遵义是第一家。

“换种思维做银行，跳出银行做银行，建立生

态做银行，利他原则做银行”，正安联社不囿于传

统思维束缚，大力实施“金融+生态”转型发展战

略，推出了“黔农驿站”。随后又拓展到教育、旅

游、康养、家装等领域，场景和内涵越来越丰富。

“场景金融”开始强势进入人们的视野，对遵

义农信的客户来说，它已经不再是个新名词。截

至目前，遵义农信已创建93个“黔农驿站”。

正安联社创办的“黔农驿站”，是联结金融与

消费的新型社区超市体验店，连通了贵州农信积

分系统、收银系统以及“黔农云”二维码收银台，

在客户、商户与银行之间形成了资金流动闭环。

地处正安县瑞濠移民新村的“黔农驿站·瑞

新居”三级站，成立前每天营业额仅六七百元，成

立后日均营业额增长了数倍。“黔农村村通”每月

大量的取款、转账等业务，也给商户额外带来

3000元左右的补助。

实现“村村通”与“黔农驿站”合体，能让服务

范围越来越广，服务“触角”越探越深。

遵义农信按照“基础服务不出村”要求，把政

务综合型“村村通”设在村两委所在地，有独立的

金融区域，按照“政务+金融+商超+N”模式搭

建，赋予生产生活、党务政务、医疗卫生、务工信

息发布等服务功能，打造多元金融服务场景，让

群众在“村村通”就可以解决日常生活需求。

此外，遵义农信还按照“金融+商超+便民服

务+N”模式，在镇村街道、村寨设立商超型“黔农

村村通”，通过上线积分系统、整合超市上游供应

链、叠加快递场景等方式，让群众在超市享受更

优惠的价格、更便民的服务。

红花岗农商银行 2020 年推出的“红豆积分”

兑换模式，在副食、餐饮、教育、服装、美容等行业

广泛推广，一年时间客户就消费了251万个积分。

2020 年 6 月，正安联社把黔农驿站“联盟超

市”开进了农民工聚集的浙江省温州市，在为贵

州籍温州务工的乡友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贵州

三宝、正安野木瓜、湄潭兰馨茶业、绥阳空心面等

300多种“黔货”纷纷结队“出山”。

2021年1月，遵义农商银行、贵州善德公益基

金会联建的贵州省首家慈善金融超市在遵义播州

区龙坪镇中心社区正式营业。慈善超市的盈利收

入主要用于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开业当天销售商品4400余件，营业收入近5万元。

让老百姓“少跑路”

从去年 11 月 16 日开始，凤冈农商银行 97 个

“村村通”商户每天一大早便会开门。他们被安

排了特殊“任务”，就是为群众缴纳养老保险和医

疗保险。

“今年这个窗口为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汇川

区板桥镇娄山关村副主任陈正庆指着“村村通”服

务窗口说，以前村民缴纳医疗保险，要靠村组干部

上门收取现金，收齐后拿到镇上或者县里缴存，再

给大家开手工收据，费时又费力。“让科技多跑腿，

让群众少跑路。”遵义120万群众2021年的养老保

险和医疗保险费，已实现在“黔农村村通”缴纳。

“现在‘村村通’档次提高了，帮我们植入了

金融场景，不仅帮我们解决基础金融服务的问

题，还聚焦乡村振兴，搞活村集体经济，帮我们解

决发展的问题。我们今年打算大干一场！”谈到

未来，高坊村党支部书记田景明充满了期待。

遵义市播州区龙坪镇的“黔农村村通”升级服务点内，群众正在选购商品。 王 淋摄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要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

果。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长效机制。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

精准帮扶机制。今年以来，新冠肺炎

疫情的散点暴发无疑增加了相关工作

难度。河北邢台市就一度迎来疫情

“大考”。当地如何防范因疫致贫返

贫？如何构筑起疫情防控和防范返贫

风险两道防线？经济日报记者对此展

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