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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考卷”助脱贫

探索新路径 管好“救命钱”

□ 本报记者 丁 南

初秋时节，依山傍海的福建大地一派丰收

景象，仿佛充满田园风光的画卷。在有着“中国

扶贫第一村”之称的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慕名

观光的外地游客日渐增多。30年来，昔日“老、

少、边、穷”的赤溪村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精准

脱贫之路，人均纯收入从1984年的166元增长

到2018年的18,304元。

扶贫资金，既是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也是

精准扶贫的“助推剂”。如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确保到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记者日前从福

建省委改革办了解到，福建在全国率先建设扶贫

（惠民）资金在线监管平台，以“制度+科技”创新

扶贫（惠民）资金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为助力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层减负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据悉，自今年1月1日上线运行以来，福建

省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系统已实现省、市、

县、乡、村五级全覆盖，11家省级资金主管部

门、37项137亿元扶贫惠民资金全纳入，资金

申报、审批、拨付过程全监管，23项到户到人资

金发放结果全公开，惠及群众超过630万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效增强。

实现全过程在线监管
让资金底数“统出来”、工作流程“亮出来”、

资金发放“晒出来”、智能监督“准起来”，以精准

监督助推精准扶贫

“我是机器人叮咚，欢迎使用福州市惠民资

金网。您可以按身份证号、补助项目类型、地图

三种方式进行查询……”在5月6日~8日举行

的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福建福州市与

甘肃定西市共同打造的“扶贫大数据监管平台”

展区内，提供扶贫惠民资金查询服务的机器人

叮咚受到参会嘉宾的一致好评。

脱贫攻坚是财政保障的重中之重和第一民

生工程。2016年至今，福建省级财政投入综合

扶贫资金已超过150亿元。曾经，扶贫资金“跑

冒滴漏”情况不时发生，传统监管模式面临不小

挑战。

福建省纪委监委经梳理总结发现，近几年

扶贫惠民领域资金监督监管中存在三方面问题

和不足：一是协同监督难，扶贫资金多头管理、

信息共享不及时等问题依然存在，客观上影响

了对虚报冒领、优亲厚友、贪污侵占等问题的查

处；二是实时监管难，各项资金管理发放政策性

强、环节多、周期长，监督监管难以面面俱到、实

时跟进；三是群众监督难，有的地方资金管理发

放不公开不透明，群众对怎么发、发多少“搞不

清”“弄不明”，对是否公平公正“心中无数”，知

晓率、满意率不高。

针对上述问题，从2017年4月开始，福建

省纪委组织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等单位探索运

用科技手段，推动建设扶贫资金在线监管平

台。今年起，福建又将惠民资金纳入在线系统，

实现对扶贫（惠民）基础信息采集、资金分配、预

算下达、资金拨付到人到户到项目的全过程在

线监管。

这一扶贫惠民资金监管的新途径新方法，

将资金底数“统出来”、工作流程“亮出来”、资金

发放“晒出来”、智能监督“准起来”，以精准监督

助推精准扶贫。

扶贫惠民资金有了网上“管家”，监管难题

迎刃而解。今年初，福建省扶贫（惠民）资金在

线监管平台成功实现数字“西送”，在福州市对

口帮扶的定西市辖六县一区推广复制后，当地

有3400余人主动说明情况，上缴违规违纪资金

达708万元，新的违纪问题得到明显遏制。

“原来，发什么钱、发多少、发给谁，都是

有人通知了才知道。现在好了，什么时间发、

标准多少，平台上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三

明市建宁县黄坊乡武调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杨雪金说。

行成全覆盖责任体系
横向覆盖省级扶贫（惠民）资金主管部门

11家、资金项目37项，纵向贯穿省、市、县、乡、

村五级

作为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福建电子

政务十佳案例”的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系

统，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方式，前端强

化对资金审批管理的全流程监管，中端突出对条

件审核的全数据比对，末端实现对资金发放结果

的全方位公开。

据福建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扶

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平台建设中，福建省突

出“制度+科技”，创新监督方式，从四方面将各

项制度要求嵌入系统功能设计中。

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实现

扶贫惠民资金全覆盖。系统横向覆盖省级扶贫

（惠民）资金主管部门11家、资金项目37项（扶

贫资金21项、救灾资金2项，惠民资金14项），

使各部门严格履行部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

监管责任；纵向贯穿省、市、县、乡、村五级，覆盖

贫困对象69.6万人以及惠民资金直接受益对象

550万余人，形成乡镇采集、县（区、市）把关、省

市监管、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条块结合、上下协

调、运转顺畅的责任体系。

实现资金管理业务全程在线办理。将资金

管理制度规定转化固化为在线业务流程，各级

各部门扶贫（惠民）资金管理业务均在线办理，

所有操作可记录、可追溯、可监控。资金主管部

门在线提交资金分配方案后，会同财政部门在

线下达资金；基层单位在线填报“最后一公里到

人到户”的资金发放和扶贫惠民项目资金绩效

情况。

实现资金管理全方位监管。系统设置了

91个廉政风险电子监控点，对扶贫惠民资金管

理不规范、下拨不及时、发放不到位等问题实行

红、黄灯预警；运用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企

业工商登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数据信息，

对资金补助对象进行智能比对识别、及时预警；

对未脱贫贫困户实行入户访查全覆盖，对已脱

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随机访查，实现科技

监督和传统监督互为补充、相互促进。

实现资金发放结果全方位公开。扶贫惠民

资金到人到户情况全部在福建扶贫（惠民）资金

网站外网公开并实时更新数据，群众可借助网

站、手机APP和微信小程序即时查询自己以

及“左邻右舍”的资金发放情况，并实现一键咨

询、一键举报，让想监督的人能监督、会监督。

截至今年8月中旬，群众查询访问量已超过590

万人次。

成为监督执纪“新载体”
贯通纪律监督、部门监督、群众监督、科技

监督四个层面，实现内网全流程监管、外网实时

查询投诉

打开福建省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系

统，记者随机点击了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的造福

工程补助资金项目。项目信息显示，2019年度

发放到龙岩市连城县姑田镇下余村的造福工程

补助资金共计5.4万元，已全部直接发放到余定

鸿、余芳禄、余声丁、余声致四位村民手中，其中

余芳禄应发资金1.8万元，实发资金2.1万元。

据介绍，福建省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

平台建成以来，已贯通纪律监督、部门监督、群

众监督、科技监督四个层面，实现内网全流程监

管、外网实时查询投诉，实现智能预警、精准监

督，平台监管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效能作用逐

步显现。

——成为监督执纪的“新载体”。监管平台

与政府12345便民服务平台、纪检监察机关

12388举报平台一键联接，实现问题线索快速

移送、快速处理、快速整改、快速反馈，对企图动

扶贫资金“奶酪”的干部形成强大的心理震慑和

纪律威慑。

仅福州市，目前已发现问题线索涉及647

人，查实562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12人，移

送司法机关11人。还有一批基层干部主动向

组织坦白交代违规违纪问题。

——成为基层减负的“新途径”。监管平台

通过各级联网使用、协同网上办公，实现一次录

入、多级共享、长久实用，避免了基层干部多头

重复劳动问题。

各级职能部门对资金管理使用实行在线监

管、在线核查、在线反馈，真正让基层干部从表格

数据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用于开展扶贫具体

工作。2018年度，福建省、市、县三级开展的扶

贫领域监督检查次数比上年分别下降80%、

86.75%、50%。

——成为干群关系的“新纽带”。监管平台

把群众最关心的资金管理政策、发放情况等信

息，由传统的村务公开栏改为现代的信息技术

平台，破除了信息不对称、群众不信任的问题，

打通了影响干群关系的阻点、痛点、难点。

在2018年的福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多

位候选人向村民公开承诺，“以后会把办好村里

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请随时上网‘查账’。”福建

各地基层干部也普遍反映，监督平台运行以来，

群众质疑声少了，干活也更有劲了，基层治理的

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 邓和明 曾龙飞

“再过一个月，我这50只鸡、50只鸭就

可以下蛋咯。”8月19日，湖南省嘉禾县普

满乡板贝村的刘奶奶看着眼前的鸡鸭，脸上

洋溢着幸福开心的笑容。刘奶奶的这些鸡

鸭是嘉禾县驻板贝村工作队送给她的。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

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近年来，嘉禾县始

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发展的

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用四张“考

卷”抓实抓好结对帮扶和驻村帮扶管理工

作，用面对面的交流、实打实的服务，真正走

近百姓身边，走进百姓心里，为脱贫攻坚持

续加力。

“智能化考勤”卷

“作风实不实就看工作勤不勤。”嘉禾县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治国介绍说，

驻村帮扶管理工作实行新一轮改革后，建立

了智能考勤管理制度，驻村帮扶工作队工作

积极性明显增强。

据悉，今年以来，嘉禾县142名驻村干

部“钉钉软件”系统安装率实现100%。系

统录入基层党委书记、副书记、第一书记及

驻村帮扶干部信息并进行定位打卡，通过

“笑脸打卡”方式，弥补了以往人工考勤难考

证、出勤统计不精准的漏洞，防止了“候鸟”

干部的产生，真正使驻村帮扶干部“吃住在

村、工作到户”。

同时，智能化考勤管理将严管和厚爱

结合、约束和激励并重，每年为省级贫困

村每个驻村工作队落实工作经费4万元，

出勤补助100元，为每名帮扶干部购买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积极落实工作队各项待

遇保障，进一步增强了全县驻村帮扶干部

的责任心与使命感。

“考勤不是约束，而是让我们时刻记住

肩负的责任。”嘉禾县驻仙人桥村工作队员

陈介迎说。

“月测试评估”卷

“你看，刘忠先就是我们村的驻村干

部。”李大爷所说的刘忠先，是他们盘江村

的驻村工作队长。驻村帮扶工作队自从在

刘忠先的带领下来到村里后，就以村为家、真

情服务，帮扶工作件件做到了村民心坎里。

每个月28号，刘忠先都会准时到村委

会查看粘贴在墙上的一张特殊的“光荣榜”，

上面记载了各驻村工作队这一个月以来的

工作成绩。

今年以来，为了让帮扶工作更具实效，

嘉禾县不断创新驻村干部考核机制，建立月

测试机制，突出平时考核。

县驻村办、县扶贫办牵头组织考察组，

定期对5名~8名工作队员进行考察，重点

了解工作队员对政策的掌握程度、贫困户的

熟悉程度及帮扶举措的落实情况。考察组

结合实地验证和群众意见，按“好、较好、一

般、较差、差”5个等次定性评估，所得结论

作为驻村工作队评优评先及年终绩效发放

的重要依据。

“每个队都希望自己的名字排在‘光

荣榜’前面，排到后面的会觉得好丢人！”

嘉禾县行廊镇和谐村驻村干部雷萍说，一

张小小的“光荣榜”，给了他们无限动力。

“双同式反馈”卷

今年以来，嘉禾县推行工作队的工作成

效与所在单位绩效“双同”机制，派驻责任单

位与派驻工作队、派驻责任单位一把手与工

作队员实行“同奖同罚”，充分发挥驻村帮扶

机制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中的积极作用。

为避免派驻单位在派驻人员时虚以应

付“拉郎配”“凑人头”，或在帮扶中持续用力

不够“帮帮忙”“打短工”，嘉禾县列出清单、

明确责任，把工作队工作成效与所在单位年

终绩效考核挂钩。

具体而言，工作队当年被评为先进的，

派驻单位年终绩效考核总分要加分；工作

队被通报和问责的，派驻单位年终绩效考

核总分要扣分；工作队队员被召回的，派驻

单位的年终综合评先评优要取消。派驻责

任单位一把手与工作队员也是一同表彰、

一同奖励，一同约谈、一同问责。

对派驻责任单位及一把手与派驻工作

队及队员实行一体化管理以后，工作队及

队员好坏与单位及领导直接挂钩，“传令

兵”变成了“先锋官”，“小天地”也变成了

担当作为的“大舞台”。

“绩效双同机制，解决了派出单位重视

不够、驻点乡镇管理不实、协同单位配合

不力等突出问题。”嘉禾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朱建华说。

“积分制量化”卷

“干得好不好，亮亮分数就知道”。近年

来，嘉禾县积极推行积分制管理机制。

积分制管理机制通过进村入户等方

式，重视听取乡镇干部、村干部、群众等意

见，对驻村工作队集体的工作成效、现实

表现及队员的出勤、政策水平、扶贫帮扶、

问题处置等项目设置分值，通过数字累加

体现出来，进行一月一统计、一季一公开、

半年一约谈、一年一总结，对在脱贫攻坚

期内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成绩突出、工作

经验有特点有影响力的给予加分。

积分的结果作为年终考核、奖优罚劣和

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考核结果名列前茅

的，首先由县委、县政府给予工作队和个人

荣誉称号及奖励，优秀的驻村工作队员优先

考虑提拔重用；考核结果排名靠后的，进行

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对在巡查中被责令书

面检查、诫勉谈话处理2次以上的，给予组

织处理并召回。

积分制量化管理，让全县驻村干部知己

知彼、取长补短，形成了争先恐后、你追我赶

的工作局面。

“设置考卷只是一种措施，如果所有驻

村工作队都能在每张考卷上得满分，那么我们

县里的脱贫攻坚战就真正打赢了。”嘉禾县委

常委、组织部长邓文武说。

□ 本报记者 王富栋

按照国家和吉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安排部署，长春市今年将抓好农村垃圾治理、污

水处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重点任务。

改造厕所10.1万户

按照吉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要求，长春市今年将完成厕所改造10.1万

户。在改厕中，长春市将坚持厕所要达到卫生标

准、粪便得到处理、不能污染地下水，做到干净整

洁、经济适用。改厕模式将因地制宜、因户施策，

宜水则水，宜旱则旱，农民群众能够接受，要用得

上、用得好、用得起。

改厕工作的关键是调动农户参与的积极

性。长春市将搞好入户调查，讲清“厕所革命”

的意义，讲清有关政策，商议可行的建管模式，

使之真正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镇、村两级搞好

组织发动，提倡整村推进、整镇推进、集中连片

建设。改厕中，各地将严把工程质量关，尽可能

简化程序，按期保质完成改厕任务，同时搞好验

收，切实把改厕工作抓实抓好。

彻底清理陈年垃圾

长春市将重点整治垃圾山、垃圾围村、垃圾

围坝、工业污染“上山下乡”等问题，彻底清理农

村陈年垃圾，今年将完成70%非正规垃圾堆放

点整治任务，84%以上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

及时有效处理，并完成5个重点镇的污水处理

厂建设任务。

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加快建立“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体系，从垃圾分

类做起，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农民养成垃

圾分类、定点堆放的好习惯，杜绝乱堆乱倒的

陋习。

探索垃圾处理的长效机制。积极推进城乡

环卫一体化，推广服务外包模式，吸引社会力量

参与，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对村庄内部的公共

事务组织农民出工出劳，逐步培养农民自己动手

建设美好家园的能力。

探索农户适当付费制度。各地把清洁卫

生、村容环境等纳入村规民约，配套相关奖

惩办法，让农民形成良好习惯，让农村形成良

好风气。

打造5000个美丽庭院

长春市全面推进村容村貌整治，计划今年打

造美丽庭院5000个、干净人家10,000户。同

时，加快推进村庄规划编制，今年完成424个村

庄规划编制或修编工作。

清理村庄农户房前屋后及村道两侧的生活

垃圾。清理农村污水坑沟，清理畜禽养殖粪污

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改变村民不良生活习惯，全

力打好村庄清洁行动战役，促进村庄清洁常态

化。从现在开始到春播前打好春季整治战役，

夏季农闲到秋收前打好秋季整治战役。全面整

治公共空间和庭院环境，搞好道路硬化、边沟整

修、村庄绿化和村庄亮化。

建立科学完整、务实管用的管护运行长效

机制。研究建立县乡财政补助、村集体补贴、农

户适量付费相结合的管护经费保障制度，发挥

村规民约作用有效调动农民参与建设管理维护

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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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春市今年将完成厕所改造10.1万户以及70%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整治

湖南嘉禾县通过“智能化考勤”卷、“月测试评估”卷、“双同式

反馈”卷、“积分制量化”卷抓实抓好结对帮扶和驻村帮扶管理工作，

为脱贫攻坚加力

福建率先建设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平台，以“制度+科技”创新资金

日常监督、长期监督，助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层减负

江西会昌江西会昌：：特色产业助民富特色产业助民富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麻州镇采取“党支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即由党员牵头，以传统产业为依托，从种植、养殖业入手，打造绿色生态农业。仅种植

花卉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镇各村每年产业发展分红可达50.4万元，其中的70%用作贫困

户分红。图为花农在麻州镇增丰村花卉基地修剪红掌花。 本报记者 刘 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