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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皓）山西是全国
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5 月 20 日，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山西省脱贫攻坚系列
新闻发布会的最后一场发布会，介绍
全省脱贫攻坚成就有关情况。党的十
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强化交总账意识、军令状意识，始
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团结带领全省人民
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右玉精
神，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方略，苦干实
干，攻坚克难，拼搏创新，狠抓责任落
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山西脱贫攻
坚在历史性赶考中交出优秀答卷。现
行标准下 32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5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7993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
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奋力蹚出了
有中国特色山西特点的减贫之路。

省扶贫办负责人表示，在八年精
准扶贫、五年脱贫攻坚的波澜壮阔奋
斗历程中，我省上下同心、尽锐出战、
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
人民。兑现一道军令状、省市县乡村
五级书记抓扶贫；下好一局精准棋、基
本方略贯穿识贫帮贫脱贫全过程；打
出一套组合拳、重点工程布局专项行
动推进；用足一番绣花功、攻坚克难补
短强弱利长远；锤炼一支生力军、用心
用情用力担当重任；奏响一曲大合唱、
社会各方参与汇聚起磅礴力量；答好
一道加试题、战疫战贫交好收官总
账。太行吕梁呈现出山乡巨变的时代
画卷，脱贫群众绽放出脱贫致富的幸

福笑脸。
省扶贫办负责人表示，从脱贫攻

坚到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变的是阶段
目标和任务重点，不变的是初心使命
和责任情怀。我省要把夺取脱贫攻坚
战全面胜利作为稳定脱贫的新起点、
全面小康的新亮点、乡村振兴的新支
点，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
部署，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
体思路和要求，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
神，以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以打硬
仗、善作为的担当，全力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
项工作，在过渡期内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
定，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
制，突出抓好产业就业帮扶，持续巩固

“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强化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底线，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
效更可持续，坚决把来之不易的脱贫
成果巩固住拓展好。在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
再作贡献、再立新功，以优异成绩迎接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奋力蹚出有中国特色山西特点的减贫之路

脱贫攻坚“大考”闪耀“山西模式”

本报讯（记者 周皓）我
省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山西作为全国脱贫攻坚
的重要战场，这场攻坚战给
山西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带来
哪些历史性、标志性、趋势
性变化？5 月 20 日，省扶贫
办相关负责人在省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山西省脱贫攻坚系
列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场
攻坚战气势恢宏、艰苦卓
绝、成效卓著，解决了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
没有办成的大事。概括起来
讲，我省取得了以下具有历
史性、标志性、趋势性的巨
大变化。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
完成。经过八年精准扶贫，
五年集中攻坚，全省贫困地
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2013 年的 4875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0352 元，年均增
长 11.4%；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人均纯收入从 2013 年的
2166 元 增 长 到 2020 年 的
9729 元，年均增长 23.9% 。
5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7993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现行标
准下 32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
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脱
贫群众的生活实现从温饱不
足到吃穿不愁的巨大变化。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显著
改善。全省新建改建农村公
路 4.28 万公里，具备条件的
建制村全部都通了硬化路、
通了客车；贫困村全部通了
动力电、通了宽带；新建改
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1.8 万
处，解决 181.5万贫困人口的
饮水困难问题；完成农村危
房改造 33.37 万户、“全面改
薄”7835 所（学校），新建改
建村卫生室 13045 所，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和饮水安全有了可靠保障。

“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
的 3365 个深度贫困自然村
全部整村搬迁。我省还实施
贫困村提升项目 3.3 万个。
长期困扰群众的上学难、看
病难、吃水难、出行难、用电
难、通信难等老大难问题普
遍得到解决。脱贫地区面貌
实现从封闭落后到全面改善
的巨大变化。

脱贫地区经济发展快步
赶上。我省坚持新发展理
念，统筹生态生计、协调增
绿增收，生态扶贫“五大项
目”带动 52.3 万贫困人口增
收，既为三晋大地增添了美
丽“颜值”，更为脱贫群众鼓
起了钱袋子。特色产业扶贫
带动 127.7万贫困人口增收，

“大同黄花”“山西药茶”“吉
县苹果”“隰县玉露香”等区

域品牌，成为稳定脱贫持续
增收“硬支撑”。光伏扶贫
收益实现贫困村全覆盖，每
个贫困村平均每年能拿到
20 万元以上的集体经济收
入。电商扶贫覆盖 6833 个
贫困村，乡村旅游扶贫建设
300个示范村，技能培训、持
证就业成为自觉行动，“人
人持证、技能社会”深入推
进，打造“吕梁山护工”“天
镇保姆”等特色劳务品牌 90
多个，带动 91.8 万脱贫劳动
力外出务工就业。

乡村治理能力显著提
升。通过持续抓党建促脱贫
攻坚，整顿软弱涣散贫困村
党组织，选优配强、集中轮
训贫困村党组织书记，实施
农村本土人才回归工程，培
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基层组
织战斗力明显增强。9.6 万
驻村队员、1.96 万农村第一
书记奋战在驻村帮扶第一
线，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干
在一起，带动干部作风大转
变。贫困村村村都有了集体
经济收入，深化扶贫扶志、
开展感恩奋进教育，98%的
脱贫村创建“三零”村达标，
党群干群关系大改善，办事
服务能力大提升，党在农村
执政基础更巩固。贫困村基
层组织实现从软弱乏力到坚
强有力的巨大变化。

本报讯（记者 周皓）稳
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是贫
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
心指标。脱贫攻坚战以来，我
省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目前，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实现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
有保障，为如期全面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提供了坚实有力的
支撑。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透
露，特别是 2019 年以来，我省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出
台《实施意见》，省直行业牵
头部门分别制定工作方案，
组织市县全面排查摸底，逐
村逐户查漏补缺，逐条逐项
对账销号，加大力度集中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实现各类问题静态清零、
动态保障。

在义务教育有保障方面，
实施“一县一案”控辍保学，实
施“全面改薄”和能力提升工
程，持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应助尽助，适龄残疾儿
童接受义务教育应安置尽安
置，确保每一个孩子有学上、
上得起学、不失学辍学。

在基本医疗有保障方面，
深入落实“三保险三救助”“双

签约”和“一站式结算”等健康
扶贫政策，新建改建村卫生室
13045 所，补充村医 3490 名，

“三保险三救助”惠及贫困人
口 203.96 万人次，住院综合保
障比例接近 90%，确保贫困人
口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医
保制度保障。

在住房安全有保障方面，
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33.37万户，
惠及 100 万贫困人口，确保贫
困群众住上安全房、放心房。
饮水安全聚焦水量、水质、方
便程度、供水保障率，新建改
造工程 1.8 万处，解决 181.5 万
贫困人口的饮水困难问题，确
保贫困群众喝上安全水、卫生
水。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
果，是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的硬性任务，是确保
脱贫质量成色经得住实践、历
史和人民检验的必然要求。
下一步，我省要把跟踪监测

“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
巩固情况、及时落实针对性帮
扶措施作为健全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重要内
容，持续压实各级党委政府主
体责任和行业牵头部门主管
责任，建立完善巩固“两不愁
三保障”成果长效机制，坚决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把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巩固
住、拓展好。

我省农村贫困人口决胜脱贫攻坚战
“四大变化”暖民心 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本报讯（记者 张勇 通讯员 赵
圣杰 魏晖）通过推行职业技能电子培
训券全覆盖，提供精准谋划技能培训，以
及推进培训就业一体化等多方努力，太
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打造职业
技能培训方面走出了卓有成效的“太原
模式”。

5 月 14 日，太原市迎泽区 2021 年职
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在山西大学商务学
院、太原科技大学开班。此批培训为期 7

天，共计 3 个班级 129 人，涉及计算机程
序设计员、收银员等工种，培训课程设置
结合高校毕业生培训意愿和就业需要，
强化实操训练，帮助学员切实掌握就业
技能和本领，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增收。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大力推行
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通过“迎泽就业创
业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以及调动街
（镇）、社区发放宣传页、入户面对面指导

等方式多渠道加大电子培训券的宣传力
度，帮助培训机构、行业企业和劳动者了
解电子培训券的使用意义及操作方法
等。聚焦重点就业群体，引导他们领取
使用电子培训券，实现对职业技能培训
方向的合理引导，对有培训意愿人群的
精准服务。

截至 5 月 17 日，我市共领取电子培
训券 31348张，其中开放券 30906张，封闭
券 442张，涉及金额约 3013万元。此外，

我市还持续推进“稳岗留工”工作，完成
普惠制培训 165 人，企业职工培训 1452
人，受理以工代训申请 20115人。今年以
来，我市人社部门把建立华为（太原）软
件学院作为落实“人人持证、技能社会”
建设的实际行动和重大举措，通过技能
培训和人才培养，努力形成每年培养十
万软件人才、支持一万人创业、成立一千
家软件企业的软件产业生态，打造职业
技能培训“太原模式”。

职业技能培训打出“组合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