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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县防止返贫监测调查报告
聂存梅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乡村振兴局，青海西宁，810100）

摘 要：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工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首要任务，通过对20个乡镇防返

贫监测人口纳入、帮扶措施落实、风险消除，监测户生产生活条件、产业发展、收入水平等方面调研，对返贫致贫风险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防止返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现将调查情况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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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通过对宝库乡、城关镇、东峡镇、多林镇、桦林

乡、黄家寨镇、极乐乡、景阳镇、良教乡、桥头镇、青

林乡、青山乡、石山乡、朔北藏族乡、塔尔镇、向化藏

族乡、斜沟乡、新庄镇、逊让乡、长宁镇共20个乡镇的
监测，经多轮精准识别和动态调整，目前，大通县共有

监测户138户451人，其中脱贫不稳定户40户135人，边缘
易致贫户49户148人，突发严重困难户49户168人。
1.1 从纳入时间来看

2019年纳入监测49户，有12个乡镇未纳入监测
户；2020年纳入监测17户，有17个乡镇未纳入监测
户；2021年纳入监测10户，有15个乡镇未纳入监测户；
2022年纳入监测62户，有3个乡镇未纳入监测户。
1.2 从致贫返贫风险来看

现有监测户为138户，其中因病致贫返贫人数73户，
占比52.89%，因残14户，占比10.1%，因自然灾害38户，
占比27.54%，因意外事故3户占比2.2%，各乡镇识别纳入
监测户中因病致贫返贫风险均占比较高。

1.3 从帮扶措施来看

目前138户监测户帮扶措施主要以医疗保障、民政低
保、临时救助等“输血式”帮扶措施为主，“造血式”帮

扶措施占比较低。转移就业29户，医疗保障138户，教育
帮扶20户，民政低保107户，临时救助80户，公益岗位
52户，危房改造16户，小额信贷10户，到户产业40户，
社会帮扶63户，残疾补贴28户。
1.4 从风险消除来看

2019年以来，全县138户监测户中风险已稳定消除的
是59户，占比42.75%，仅有桦林乡、景阳镇、新庄镇全
部消除，其余乡镇均未全部消除，如表1。

表1 防返贫监测人口风险消除情况统计表

乡镇 总户数 风险消除户数 风险消除率
宝库乡 7 4 57.14%
城关镇 10 8 80.00%
东峡镇 1 0 0.00%
多林镇 2 0 0.00%
桦林乡 7 6 85.71%
黄家寨镇 8 3 37.50%
极乐乡 14 11 78.57%
景阳镇 4 4 100.00%
良教乡 9 3 33.33%
桥头镇 2 1 50.00%
青林乡 3 0 0.00%
青山乡 35 0 0.00%
石山乡 2 0 0.00%
朔北藏族乡 2 0 0.00%
塔尔镇 3 0 0.00%
向化藏族乡 10 4 40.00%
斜沟乡 1 0 0.00%
新庄镇 15 15 100.00%
逊让乡 2 0 0.00%
长宁镇 1 0 0.00%
总计 138 59 42.75%

2 返贫致贫现状分析

2.1 识别纳入及动态调整方面

2.1.1 目前大通县低保户为6858户12443人，因病、

因残纳入低保人员为3421人，因病、因残人员通过低保

兜底实现基本生活、人均收入有效保障。

2.1.2 经过六年多的帮扶，部分脱贫户生产生活条

件发生巨大变化，与村内部分农户形成鲜明对比，但部

分整策仍然倾向于无任何返贫致贫风险且年人均收入在

本村人均纯收入之上家庭，以此极易引发村民之间矛

盾，降低政府部门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村两委在

其他工作有序开展。

2.2 因病、因残导致返贫、致贫风险为主要致贫返贫风险

一方面农民对重大疾病警觉性不够高，导致“小病

抗、大病拖、危重才往医院走”现象[1]；另一方面是优质



 Nong Jia Can Mou | 经济管理

72  2023.10·下

的医生、诊断仪器均在省、市，在治疗和日常生活中病人

需有人陪护，就医期间生活费、交通费等费用成倍增长。

2.3 收入单一、不稳定增加返贫风险

138户监测户中技能劳动力、普通劳动力为191人，
半劳力或弱劳力为73人，户均工资性收入14897元，有生
产经营性收入89户，转移性收入1000元以上132户。绝大
部分家庭中因有效劳动力较少，其他家庭成员受教育、

健康状况等因素，导致主要劳动力要兼顾家庭，只能选

择离家近的务工地点，或者发展投资少，见效快产业发

展，造成外出务工收入不稳定，产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低的现象。

2.4 乡（镇）、村、户档案资料不完整

因驻村工作队没有专人负责档案整理，技术支持不

足，导致档案资料有所缺失。从医保、民政、残联、公

安、教育、水利、应急等各行业部门推送的预警信息中

看[2]，存在未详细记录入户排查表、缺少精准研判风险记

录，在监测对象识别纳入程序中个别缺少家庭财产核查

授权书、财产核查报告、帮扶计划、乡镇审核等资料问

题；从识别的时间逻辑上看，存在先报告后公示或公示

期未满5d等问题。
3 建议

3.1 全盘谋划，把控落实，确保规章制度科学有效，稳

定运行

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乡村振兴领导小组）要在

推动落实、细节把控、结果反馈、不断探索方面还需发

力，如：监测户识别方面要对识别纳入条件做进一步明

确，确保干部知道怎么干、群众知道识别纳入准不准，

在帮扶措施落实方面要针对人制定不同帮扶措施，让干

部知道怎么帮，让群众明白进入后帮扶措施是否有效[3]。

3.2 紧盯动态监测户，坚决守住防止规模返贫底线

一是乡村两级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拓宽农户自主申

报渠道，由户主或授权他人，向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

二是乡村干部、驻村干部、监测员等基层力量通过

日常工作走访，结合信访和群众反映等途径，及时发现

收集风险线索（基层干部走访发现是重要的发现渠道，

各乡镇务必高度重视）。

三是部门通过行业数据筛查、信息监测、调研督查

等渠道发现可能导致农户返贫致贫风险线索，及时推送

至乡村振兴局，由乡村振兴局梳理后向相关乡镇反馈。

四是通过新闻媒体、政务信箱、自媒体等渠道发现

有返贫致贫的风险线索。

3.3 保证帮扶政策的准确性、连续性、系统性

完备专项保障措施，根据监测对象的风险类别、发

展需求等因素制定帮扶计划，定期、不定期检查监测对

象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对未按要求落实的要及时提醒反

馈相关责任部门，确保措施用的上、用的准、用的好。

3.4 做好就业务工服务，促进稳岗就业增收

建立健全就业制度体制机制，落实好稳岗补贴、岗

位补贴等政策措施，促进本地企业优先吸纳脱贫人口、

易致贫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就近就地就业。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优先

吸纳脱贫群众、监测对象和农村低收入群体参与工程建

设，实现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

就业增收双赢。

3.5 加大培训力度，持续完善监测对象户籍档案资料

通过组织召开专题培训会、借助微信、大通融媒等

多渠道举一反三，持续压实乡镇党委责任，提升驻村工

作队、村两委、乡镇业务骨干能力水平。同时，建立有

效的督促机制，扎实开展“回头看”，定期检查档案整理

情况，指定专人管理，加强技术指导，不断提高档案管

理人员素质，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档案整理的

规范性，提高档案整理的效率与质量。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各部门、各乡镇党委政府要在领导小组

的统一领导下，结合本单位工作职责主动出击，在国

家、省市制度下，制定符合本县、本部门的政策申报标

准，将政策落实透明化，严格明确监测对象从识别时、

帮扶时、风险消除时的一整套程序，做到精准帮扶，守

住返贫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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