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精准发力 破解四大难题

——保康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思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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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康是国家秦巴山片区扶贫攻坚重点县、全省深度贫困

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83037 人，其中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达 34284 人。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五个一批”中任

务最重、难度最大的一批，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2016 年以来，我们坚持因地制宜，创新举措，精准发力，

投资 17 亿元，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400 个，12065 户

搬迁户已全部搬新居、务新业、换新颜，圆满实现了“搬得

出、稳得住、能脱贫”的目标，得到了省政府和省易迁办的

充分肯定，先后五次在全省会议上交流发言，全省易地扶贫

搬迁业务培训会议在保康县召开。回顾四年多来的工作，我

们主要抓了“四个一”：

一、坚持“一把手”抓到底，解决组织推动不力问题

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全县精准扶贫的“一号工程”，

实行战时机制，成立作战指挥部，逐级签订军令状，齐心协

力打好攻坚战。

一是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抓，县长

担任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统筹协调全县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以上率下，推动各乡镇和县直部门“一把手”

https://ncxbepaper.hubeidaily.net/pc/content/202009/25/content_55891.html


落实落细易地扶贫搬迁的主体责任。县乡两级组建了 60 余

人的工作专班，预算了专门工作经费，各项工作高点起步。

二是完善责任分工体系。按照“县负总责、乡镇抓落实、

部门协同作战”的要求，建立易地扶贫搬迁“责任清单”，

明确乡镇党委政府 9个方面和县直 33 个成员单位 68 个方面

的责任。实行县、乡、村三级易地扶贫搬迁包保责任制，组

织 26 名县“四大家”领导包保 11 个乡镇和 65 个贫困村，1

38 名副科级干部包保 400 个集中安置点，2200 名党员干部

结对帮扶 1.2 万搬迁户，每个安置点、每户搬迁户都有人包

保、有人负责。

三是建立定期议事体系。每月召开一次精准扶贫领导小

组联席会议，所有县“四大家”领导、乡镇党委书记和分管

领导、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通报情况，研究问题，

制定政策，硬化措施。4 年来，全县共召开易地扶贫搬迁协

调会、推进会 40 多场次，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议题 21

个，解决了一大批困难。

二、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解决政策执行不优问题

为确保执行政策不走样、解读不走偏，我们坚持从县情

出发，紧密结合国家政策，建立了以全县“十三五”易地扶

贫搬迁规划为统领，以年度计划为支撑，以各个安置点建设

规划和每个搬迁户脱贫计划为基础的“四位一体”规划体系，

出台 22 项具体政策措施，确保国家政策能够落地。

一是严格管控面积。严格执行人均住房建设面积不超过

25 平方米的政策规定，本着经济实用、简洁大方、功能合理、



设施齐全、预留空间的原则，突出山区特色和楚文化风格，

经广泛征求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全县统一设计 25、50、75、

100、125 平方米 5 种户型施工图，实行政府“交钥匙”工程，

确保面积不超标。根据普查统计数据，全县搬迁人口人均住

房建设面积为 24.5 平方米，均未突破 25平方米的政策底线。

二是集聚资金投入。以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的形式，明

确全县易地扶贫搬迁群众“零自筹”。在用好专项资金的同

时，加大本级财政投入，解决专项资金支持范围以外的建设

资金缺口问题。2016 年以来，县本级按一般预算收入增量部

分的 25%、清理回收前两年存量资金的 50%用于精准扶贫。

在全省率先推进拆旧复垦和土地增减挂钩工作，累计上市交

易 5178 亩，交易收入 16.78 亿元，有力支持了全县易地扶

贫搬迁征地补偿、设施配套、产业扶持工作。

三是科学选址建设。坚持把选址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关

键环节，实行联合踏勘、集中会审，做到“三靠三进三不选”，

即靠园区、靠景区、靠产业基地，进中心村、进社区、进集

镇，有地灾隐患的不选、无发展空间和后劲的不选、基础条

件难改善的不选。对通过集中会审的选址，再启动地灾评估

和地质勘察，确保安置点的安全性、经济性、发展性。始终

把质量安全作为易地搬迁的“生命线”，实行工程质量终身

负责制，有力保证了工程质量。

三、坚持“一竿子”插到底，解决效果落实不佳问题



打赢易地扶贫搬迁攻坚战，重点在基层、难点在落实，

我们坚持“一竿子”插到底，对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狠抓

落实、确保有进度、有效果、有亮点。

一是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坚持正排工序、倒排工期、

控制时间节点，实行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将每年度易地扶

贫搬迁的前期手续、住房建设、设施配套、搬迁入住、产业

配套、旧房拆除、脱贫销号等任务细分到旬，以目标倒逼任

务，以时间倒逼进度。同时，加强施工调度，及时解决制约

施工进度的供水、供电、工人组织和材料供应等问题。比如，

针对全县页岩砖供不应求的问题，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我

们在确保质量和成本的前提下，直接从外省采购了 8 万余块

页岩砖，有效地保障了建设进度。

二是常态督查、及时通报。把易地扶贫搬迁纳入各乡镇、

县直部门年度实绩和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考评内容，实行

“一票否决”。建立日通报、周排名、月督办、季拉练的督

办检查机制，每天通报各乡镇工作进度，每周五印发工作通

报，进行综合评分排名。每月由县委督查室、政府督办室和

县易迁办牵头，突出一个专题，开展一次专项督查，每季度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现场拉练，拉练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

重要依据。

三是约谈提醒、问责处理。针对督办检查中发现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工作约谈、提醒纠偏，做到抓早

抓小、防微杜渐。对工作推进不力、敷衍应付、弄虚作假、

严重失职失责的，坚决严格追究，严肃问责。2016 年以来，



先后对 11 个乡镇党委书记、7 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约

谈提醒，对 51 名镇、村干部进行了问责处理，起到了较强

的警示和促进作用。

四、坚持“一套制度”管到底，解决搬迁户稳不住问题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推

进体制机制创新，建章立制，真正让贫困群众在新居稳下来、

富起来。

一是突出“长短结合”，完善产业持续后扶制度。坚持

把产业发展贯穿整个易地扶贫搬迁全过程，做到搬迁安置和

增收脱贫“两手抓”“两手硬”。鼓励搬迁群众发展短、平、

快的增收项目。2016 年以来，8720 户搬迁户已自主发展起

特色种养殖产业项目，县财政共兑付产业奖补资金 6970 余

万元，户均奖补 8000 元。同时，使用 1.5 亿元易地搬迁结

余资金，支持各地在集中安置点周边实施长效后扶产业项目

48 个，采取“新型经营主体+合作社+扶贫车间+产业基地+

搬迁户”的“5+”模式，带动 6700 户搬迁户在家门口建起

新的增收门路。黄堡镇寨湾村 36 户搬迁户利用产业奖补政

策，户均发展 1 亩林果，30-50 只山羊，并联合承包了安置

点的 6 个蔬菜大棚，当年就全部实现了稳定脱贫。

二是突出“十个一”，完善基本公共配套制度。针对山

区实际，在同步配套安置点水电路讯网基础设施的基础上，

在全省率先实施“十个一”配套工程，即每个安置点配套一

间公共服务用房、一间垃圾收集房、一个公共厕所、一套社

区管理办法，有条件的配套建设一个文体小广场，每个搬迁



户配套一间农具房、一个猪圈、一分地菜园、一条广电宽带

网络、一项脱贫产业。同步推进集中安置点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全县重新调整布局幼儿园 4 所、学校 10 所、卫生室 42

个，建成综合活动室 398 个、社区服务设施 48 处、小超市 7

6 个、文化小广场 27 个，实现了搬迁群众子女入学、医疗、

文化服务、生活购物“四个有保障”。

三是突出“党建引领”，完善社区管理服务制度。坚持

将党的基层组织阵地建设同步纳入安置点建设规划，全县以

安置点为单位共成立基层党组织 38 个，其中单建 22 个，挂

建 16 个。制订出台安置点后续管理服务指导意见，在全县

推广“村社合一”“集中养老”“楼长管理”“便民服务”

“协商自治”五种新型社区化治理服务模式。大力开发公益

性岗位，为全县 400 个集中安置点配备专、兼职社区管理人

员，落实经费保障，有效解决了集中安置点的环境卫生、治

安管理、便民服务、社区融入等难题。两峪乡双堰湾集中安

置点共安置 11 个村的 244 户 829 名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安

置点成立了双堰湾社区，实行由社区管理为主、户籍所在村

配合的“双重管理”制，社区化管理服务步入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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