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观形势 

六部委 | 为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提供资金支持 

脱贫攻坚 

河南洛阳 | 五项措施防止因灾返贫致贫 

山东菏泽 | 从全省垫底到跻身中游，菏泽经济总量“三级跳”！ 

产业发展 

黑龙江 | 乡村振兴“钱从哪里来”？ 

湖南浏阳 |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搭建乡村振兴“朋友圈” 

人居环境 

河北正定 | 为乡村建设按下“快进键” 

四川广元 | 广元市昭化区完成卫生厕所新建（改造）56050 户 

基层治理 

山东威海 | 在优化整合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水平 

陕西紫阳 | 紫阳县推广“321”基层治理模式动员部署会召开 

公共服务 

安徽 | 印发加强村医队伍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 

宁夏 | 每年动员万名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乡村振兴动态监测 
2021 年 8 月 23 日至 8 月 29 日 

2021 年第 15 期 总第 15 期 
 



 

1 
 

宏观形势 

六部委 | 为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提供资金支持 

近日，人民银行、农业农村部、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乡村振兴局联合召开“金融支持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强调，金融系统要全力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新的金融力量。 

会议总结了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和成效。金融系统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建立健全金

融扶贫政策体系、组织体系、产品体系和服务体系，基本消除金融服务盲区，大幅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和

水平。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 9.2 万亿元，累计支持贫困人口 9000 多万人次。 

会议要求，要全力做好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过渡期内，要严格落

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金融支持力度总体稳定，继续支持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发展。要聚焦保障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5.760, 0.14, 2.49%)有效供给等重点领域，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重点对象，扎实做好金融服务

工作。要继续完善支付、征信等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大型银行要加快健全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体系，农村中小

金融机构要坚持服务当地、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三服务”经营定位，提升乡村振兴金融供给能力。

要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在中央明确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的基

础上，持续扩大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保障范围。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政策合力。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为金融机构服

务乡村振兴提供资金支持，做好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工作。更好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的作用，取

消或降低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盈利考核要求。充分挖掘农业农村大数据资源，做好涉农信用信息的整

合共享，健全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名单制，搭建农村金融对接平台。 

 

脱贫攻坚 

河南洛阳 | 五项措施防止因灾返贫致贫 

7 月中旬以来，洛阳市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返贫致贫风险加大。29 日，洛报融媒记者从洛阳

市乡村振兴局获悉，洛阳市将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因灾返贫致贫，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一是加强动态监测帮扶。“全面排查核准受灾情况，开展一对一帮扶。”洛阳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此次受灾情况，将对符合条件的农户纳入监测对象，每户明确一名帮扶责任人，制定针对性帮扶措

施。 

二是守住返贫底线。对因灾造成的“两不愁三保障”和安全饮水问题，要求在 10 月底前，恢复安全饮水，

同时恢复重建问题房屋以及受损的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等。 

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2021-08-27/doc-ikqciyzm3836062.shtml
http://news.lyd.com.cn/system/2021/08/29/0321376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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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快产业恢复。根据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种植业、养殖业受灾情况，指导其开展生产自救，及时改

种补种、补栏增养，落实相关奖补政策。用足小额信贷政策，结合实际谋划发展“短平快”特色产业，弥补因

灾损失。通过“万人助万企”活动、“精准扶贫企业贷”、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等措施，为受灾帮带企业抒难解困。 

四是抓好稳岗就业。加强短期就业技能培训，围绕排涝清淤、生态修复等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帮带企

业和扶贫车间要优先吸纳受灾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要积极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实施，落

实路费报销等政策，支持脱贫劳动力及时返岗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 

五是强化兜底保障。将符合条件的受灾较重的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按照规定及时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等范围，统筹落实灾害救助、临时救助等相关政策，“精准防贫保险”要实现受灾脱贫人口和监

测对象全覆盖。 

山东菏泽 | 从全省垫底到跻身中游，菏泽经济总量“三级跳”！ 

“十三五”期间，菏泽经济总量由全省第 13 位跃居第 8 位、前进 5 个位次，实现了由“全省垫底”到“奋起

直追”再到“跻身中游”的“三级跳”。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菏泽 170.15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55 个省定扶贫

工作重点村全部出列，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由 2015 年底的 2747 元增长到 2020 年底的 7580 元，历史性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构建了广泛参与的扶贫格局。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积极构建 “三位一体”大扶

贫格局。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5310 个，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00.14 亿元，整合涉农资金 96.2 亿元，

发放金融扶贫贷款 17.74 亿元。选派第一书记 1.9 万人次、帮扶干部 5.8 万多名，实现了省扶贫工作重点村

和贫困人口全覆盖。 

建立动态监测和即时帮扶机制，目前认定的即时帮扶人口 1219 户、3782 人，已全部纳入帮扶范围，确

保小康路上困难群众一个不掉队。 

深入实施“一户一案”精准扶贫，在全国首绘“全市贫困人口分布地图”“全市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分布地图”

“全市产业扶贫分布地图”三张地图，逐户建立精准扶贫手册，实现了“一户一案”全覆盖。大力推进“一村一品”

产业扶贫，通过订单帮扶、土地流转等方式，把贫困户纳入产业化生产经营链条，探索出了“政府投资、企

业运营、贫困村资产收益、贫困户入股分红”的产业扶贫模式，惠及贫困人口 150 万人次；全市“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达到 187 个，辐射带动贫困群众近 10 万人。扎实做好“一人一岗”就业扶贫，全国首创“扶贫车间”

模式，建成运营扶贫车间 3107 个，安置带动 38.1 万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10.2 万名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

贫。 

创新实行“会诊制”，提升了帮扶实效。参照医院专家会诊制度，组建扶贫工作队，组织 1267 个市县部

门单位、4.9 万名干部深入 1480 个扶贫工作重点村、22 万户贫困群众“访贫问诊”“开出药方”，贫困户精准

度、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https://sd.dzwww.com/sdnews/202108/t20210827_89968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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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推广“电商扶贫”模式，拓宽了产业扶贫领域。立足农村电商发展优势，创新实施“一条网线、一台电

脑、一个网店”工程，推行“企业+贫困户+电商”“扶贫车间+贫困户+电商”等模式，通过网络创业带动脱贫致

富。全市共有 563 个贫困村发展电商，受益贫困群众 2.5 万余人，其中 43 个贫困村发展为“淘宝村”实现整

村脱贫。 

 

产业发展 

黑龙江 | 乡村振兴“钱从哪里来”？ 

8 月 24 日，在中共黑龙江省委举行的解读《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融入新发展

格局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新突破的决定》发布会上，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高大伟介绍了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五保”等支出刚性较强，财政收支紧平衡的状态下，财政部门是如何保障乡村振兴资金需求的，以及

在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的具体措施。 

一是积极加大对上争取力度。近年来，中央财政安排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发展、黑土耕地保护利用、农田

建设补助、对农民的补贴、产粮大省产粮大县奖励等资金规模一直位居全国前列。 

二是统筹利用好涉农资金。2020 年，黑龙江省用于 “三农”领域资金总规模达到 1310 亿元，约占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四分之一，为全省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债券作用。国家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对加快黑龙江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对比看，以前黑龙江省债券资金用于农业农村领域相对较少。2021 年，我们在国家政府债券

控制限额内，逐渐加大了债券资金用于农业农村额度，截至目前，全省农业农村领域债券投入达到 59.9 亿

元，是去年的近 2.5 倍。 

四是用足用好土地出让收入政策。国家要求，到 2025 年全省土地出让总收入至少 8%、土地出让收益至

少 50%，用于农业农村领域。 

五是撬动和引导金融与社会资本投入。总的看，全省“三农”投入主要以政府投入为主，金融与社会资本

投入相对不够多，但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各类主体投入农业农村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湖南浏阳 |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搭建乡村振兴“朋友圈” 

为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助力全域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去年 6 月，浏阳农商银行在全省率先推

出“金融村官”进万家工作，目前已选派 560 名金融村官及村官助理，覆盖 323 个村(社区)，向 52000 名村、

社区居民普及存款保险知识，开展 716 堂金融课堂，辐射 100 多万受众客群。他们是金融知识、民生政策

的“宣讲员”“传递员”，为农户和商户生产经营提供金融支持，赢得了各方的好评。 

浏阳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陈虎介绍，打造数字人民币试点小镇，建设数字人民币钱包生态，实现数字人

https://www.sohu.com/a/485401475_362042
http://www.chinanews.com/sh/2021/08-28/95531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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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线上线下全场景应用，可以极大满足用户多主体、多层次、多类别、多形态的差异化需求，避免因市民

技术素养或依赖通信网络等带来的使用障碍。浏阳正在这一领域不断完善全方位金融服务体系，搭建助力

乡村振兴的“朋友圈”。 

随着金融服务业的火热，很多非法集资、网络传销也已开始向农村蔓延。浏阳市“金融服务代言人”自编

自创了防非条例版《大风吹》歌曲，让观众在熟悉的旋律中，加深对防范非法集资基础知识和《防范和处置

非法集资条例》相关知识的了解。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领头羊，为加快推进新型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可持续、跨越式发

展，浏阳市即将出台《浏阳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实施办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发展产业的信贷支持。目前已有浏阳农商行、建设银行浏阳支行、浏阳江淮村镇银行等为 17 个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授信 5500 万元。 

据悉，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构建防贫保险保障长效机制，长沙市也制定了《长沙市防贫综合保险

工作实施方案》，在原有“扶贫特惠保”的基础上创新，为不特定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进行统一投保，同时扩

大保障范围防止他们因病、意外事故、住房受灾等六种情况返贫致贫，全力助推乡村振兴示范市建设。 

 

人居环境 

河北正定 | 为乡村建设按下“快进键” 

近年来，正定县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工作与党建有机结合，并结合今年的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正定县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共同参与，聚焦农村改厕、环

境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为乡村建设按下“快进键”，让乡村更美更宜居。 

一是农村改厕带来新面貌。为提高群众改厕的积极性，正定县出台补贴政策，每户最高可获补贴 1100

元，农户改厕基本不用自己负担。正定县还在西安丰村、大寨村等地建起了示范厕所，组织乡镇村负责人和

施工队现场观摩，每个村由村支书带头改厕作示范，让群众亲眼看到改厕的好处。改造后的厕所干净、方便、

没有臭味，村民们疑虑尽消，纷纷主动要求改厕。正定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科科长郑永华介绍，接下来将

探索以农民主体化、运作市场化、统筹一体化、责任明细化为目标的农村厕所长效管护机制，让农村“厕所

革命”工作不断深化，从根本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二是环境整治带来新生活。今年以来，正定县按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理念，拆违建、清

垃圾、治污水、推进美丽庭院建设，着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正定县还通过大力推进村民文化广场、

村民活动中心等配套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如今在正定县西河村，不少村民有了新爱好，就是在村

中央新修的健身广场上锻炼。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21/08/25/0517550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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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全民参与形成新局面。在正定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重要一

环。为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推进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工作，正定在全县开展了党员志愿服务日

活动。县领导与全县各部门、单位和企业的 2000 余名党员志愿者走进社区和乡村，清理杂草、沉积垃圾和

卫生死角。正定县农业农村局还联合各乡镇积极发动群众参与，组织开展“慢跑拾荒”等一系列活动，让群众

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的“主角”，形成“人人动手，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记者了解到，未来，正定

县将继续坚持重点提升和示范引领，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发展全域旅游相结合，全面提升村庄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积极引导建设现代村庄，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四川广元 | 广元市昭化区完成卫生厕所新建（改造）56050 户 

近年来，昭化区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分类推进城镇和村庄建设，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持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我们围绕‘美丽昭化·宜居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明确一村一策、一户一策方案，重点实施涉改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示范村项目，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着力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农村面貌。”昭化区农业农村局干部张银鑫介绍，该局积极鼓励

农户投工投劳参与改厕，通过采取沼改厕、户用一体式粪污处理设备、集中式三格化粪池等厕改措施，提高

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及生活舒适度。 

与此同时，昭化还将全区农村户用厕所分成 5 类改造模式。对沼气池完好但闲置未用的农户，采用“三

联”沼气池厕所改造；对单户厕屋及粪污处理设施不配套的农户，进行厕屋完善和配套三格化粪池；对保留

老式粪坑的农户，实行老式粪坑密闭加盖或就地填埋；对农村聚居点，采取集中修建三格式化粪池和配套管

网，乡村旅游景点增配微动力、MBR 一体化设施进行厕污与生活污水共；对农村“五保户”“残疾特困户”改厕，

实行财政兜底。大刀阔斧的厕改工作的深入开展，不仅为群众带来便利，更美化了生活环境，提升了乡村颜

值，让“诗意昭化幸福新城”建设更具现实意义。此外，该区还将农村改厕与垃圾处理、污水治理、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村容村貌提升和农村居民文明素养提升同步推进，确保建一户成一户、建一村美一村、建一片

靓一片。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卫生厕所新建（改造）56050 户，无害化卫生厕所新建（改造）32880

户，全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5.2%，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55.5%。 

 

基层治理 

山东威海 | 在优化整合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水平 

近年来，围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我市坚持党建引领，主动探索创新，构建了“六治一网”社会治理模式，

建立“镇街吹哨、部门报到”等机制，分类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在全省、全国创出了一批威海经验，打造了特色威海品牌。 

http://gy.newssc.org/system/20210825/003184442.htm
https://www.whnews.cn/news/node/2021-08/24/content_71881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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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基层治理，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最终让群众满意。今年以来，我市将“12345”等民生服务平台的作用

发挥作为需要高度关注、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提出“1+2+N”的优化整合思路，通过“12345 热线+网格

化+数字城管”，打通体制机制障碍，构建统一的服务平台，及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好群众各类诉求。 

优化整合各类平台的初衷就是服务群众，最终目的是通过平台数据共享、力量整合、机制协同，解决群

众反映的棘手问题和疑难杂症，化解日积月累的难点痛点，高效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优

化整合各类平台的过程也是改革攻坚的过程，需要各级各部门的协调联动，调动所有人的能量，共谋一事，

共建一城，积极协作配合，推动机制顺畅运行，真正做到让居民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让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陕西紫阳 | 紫阳县推广“321”基层治理模式动员部署会召开 

8 月 25 日上午，紫阳县推广“321”基层治理模式动员部署会召开。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利宣读了县

委、县政府《关于全面推广“321”基层治理模式加快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县

委书记惠军民就推广“321”基层治理模式工作做全面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全面推广“321”基层治理模式，是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紫阳的现实需要。各级各部门要

提高站位，凝聚共识，切实增强做好基层治理工作的责任感。要对标对表，紧盯重点，扎实推进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强领导，强化保障，确保“321”基层治理模式取得实效。 

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以全面推广“321”基层治理模式为契机，结合防汛防滑、疫情防控、平安建设、

安全生产、“十四运”安保、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坚持“两手抓、两促进”，以更加清晰的思路、更加明确的

目标、更加务实有力的措施，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奋力谱写紫阳新时代追赶超越新

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还对全县防汛防滑重点工作进行了再强调、再安排。 

 

公共服务 

安徽 | 印发加强村医队伍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着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以增强村级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出发点，以增进农村

群众卫生健康服务获得感为落脚点，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筑牢基层公共卫生

防线，稳定发展村医队伍，为健康安徽建设提供强有力、高素质的村医人才队伍支撑。 

http://news.cnwest.com/ankang/a/2021/08/25/19906673.html
http://med.china.com.cn/content/pid/285422/tid/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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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公益保障。（二）坚持足额适岗。（三）坚持分类管理。 

三、工作目标 

完善村医保障政策，稳定和优化村医队伍，全面提升村级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好保障农村群众卫生健

康服务。多措并举，综合施策，2021 年建立健全消除村医“空白村”长效机制；2022 年村医数量和质量稳步

提高；2023 年建立村医队伍稳定发展机制。 

四、主要措施 

（一）合理配置村医。（二）规范村医管理。（三）扩大村医来源。（四）保障村医收入。（五）落实

保障措施。（六）提升服务能力。（七）加强绩效管理。 

五、实施步骤 

（一）部署实施（2021 年 3 月—8 月）（二）深入推进（2021 年 9 月—2023 年 6 月）（三）评估完善

（2023 年 7 月—12 月）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协调，认真研究，积极部署，明确责任分工，按时间节点

稳妥推进各项重点措施落实。 

（二）落实保障措施。各地要落实村医队伍建设保障措施，盘活用足乡镇卫生院存量编制，用好县级公

立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编制周转池制度，补齐配强医疗专业技术人员，推动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下沉到村卫

生室开展诊疗服务。将村医队伍建设相关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及时足额下拨，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挪

用、挤占。拓宽村医职业发展上升空间，提高村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地要切实维护村医的合法权益，广泛宣传村医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精神，在

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村医的浓厚氛围，为保护、支持村医依法执业创造良好环境。 

宁夏 | 每年动员万名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为助力乡村振兴，宁夏将每年组织动员 10000 名各级各类青年人才深入乡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基

础设施升级、生态环境改善、乡风文明提升等，助力乡村振兴。 

宁夏将围绕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行动，持续实施博士服务团、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吸引更多青年到基层开

展基础教育工作，开展青少年宫文艺课程进农村等活动，提升农村青少年文化素质；围绕百万移民致富提升

行动，持续实施“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重点在移民搬迁社区开展暑期儿童看护、托管等农

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大力开展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引导青年

参与乡村医疗卫生、基层社会管理等领域的工作，通过在乡村开展健康知识宣传、基层联防联控、义诊等活

http://www.n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21-08/28/c_11278039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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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把健康和关怀送到乡村、农户、田间、地头。 

此外，宁夏还将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要求各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积极支持科研人员兼职或者离

岗开展创新创业服务，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创办涉农企业，并充分发挥东西部协作机制作用，吸引区外技术人

员来宁夏开展农业科技服务。支持宁夏大学、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学院等院校开展农林牧渔等涉农人才

培养，结合宁夏重点产业发展，加强相关学科建设，增强科研创新能力，支持开展院地、院企合作，促进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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