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济南市钢城区财政扶贫政策

2021 年钢城区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的主要依据是济南

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通知。现公开如下：

济 南 市 扶 贫 开 发 领 导 小 组

关于保持帮扶力度不减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通知

各区县（功能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成

员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结合省

级脱贫攻坚评估验收工作情况，确保我市脱贫攻坚如期圆满收官，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保持帮扶力度不减。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必须完

成的硬任务。省级评估验收工作的完成，并不代表脱贫攻坚战的

收官结束。各级各部门要继续扛牢脱贫攻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松懈、盲目乐观情绪，善始善

终，善作善成，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在省委、市委

作出统一安排之前，各级扶贫干部队伍、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



人不能撤回。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巡视巡察、审计督查、评估

验收等发现的问题，由点到面，举一反三，对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再过一遍“筛子”，深入查缺补漏，全面整改提升，确保脱贫攻坚

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二、保持帮扶政策稳定。在国家和省没有明文规定以前，各

区县、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不得自行废止相关扶贫政策。

保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政策相对稳定，健康扶贫除医疗商业

补充保险 2021 年不再推行外，《济南市医疗精准扶贫暂行办法》

（济厅字〔2018〕35 号）涉及的免费健康普查、门诊帮扶、慢病

帮扶送药、住院帮扶及“一站式”结算、失能人员护理、重残人

员护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助等政策继续实施；对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和即时帮扶人口的新增危房，应改尽改；对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和即时帮扶家庭困难学生，应助尽助。持续深化产业扶贫项

目运维管理，健全扶贫资产收益分配制度，在保证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稳定脱贫基础上，将项目收益继续统筹用于项目提档升级、

小型公益设施建设、公益岗设立、突发困难救助、孝善基金补助

等公益支出。按照《关于在全市推行扶贫专岗的指导意见》（济扶

贫组字〔2018〕24 号）精神，继续设立扶贫专岗，整合扶贫项目

收益、慈善捐助资金、社会捐助资金、村集体经营收入等，稳定

现有专岗规模。继续实施孝善扶贫，持续营造孝老敬亲良好社会

氛围。强化兜底保障，加强临时救助，严格落实急难对象 24 小时

先行救助；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即时帮扶人口，及



时纳入农村低保和特困供养。

三、持续强化即时帮扶。要把防止返贫和新致贫摆在当前工

作重要位置，进一步加强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强化街镇、村“两

委”、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对困难群众的动态排查，重点关注脱

贫不稳定户、收入略高于扶贫标准的边缘户，对因疫情、因大病、

因天灾、因意外等原因可能致贫返贫的农村困难群众，及时健全

台账，即时纳入帮扶，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因户因

人开展针对性帮扶，确保临时贫困不致贫返贫，坚决防止发生冲

击道德底线的事件。

四、确保贫困群众“过暖冬、过好年”。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

遍访贫困对象行动，带头深入贫困户家中走访慰问，及时掌握贫

困群众温暖过冬的需求，发现问题第一时间研究解决。要妥善解

决贫困群众房屋保暖修缮和取暖设备配备问题，对居住在临时过

渡房的贫困群众，要确保具备清洁供暖条件。要积极动员机关、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爱心人士捐款捐物，为有需求的贫困群

众提供御寒衣物。要保障贫困群众生活必需用品，村“两委”可

从扶贫项目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资金，购买肉蛋奶、米面油等食

品，定向分发给贫困群众。

五、研究推进接续减贫工作。积极着手编制“十四五”扶贫

开发规划，提前谋划 2020 年后扶贫工作，研究开展农村低收入人

口帮扶的政策措施，探索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路径办法，实现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的平稳转型。要



进一步深化产业扶贫，提前谋划 2021 年度产业项目，加强建成项

目的后续监管，提升项目效益和带贫能力。要做好黄河滩区迁建

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落实各项支持政策，确保贫困群

众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加快成立“济南市社会扶贫基金

会”，进一步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渠道。

六、规范总结宣传口径。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国家履行一定程序后，由党中央适时宣布。

各级各部门宣传时要按此口径掌握，不能自行提前宣布。要积极

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站、客户端、微信等

新媒体，深入挖掘宣传脱贫攻坚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

讲好济南扶贫故事，充分展示我市脱贫攻坚取得的重大成绩。宣

传工作要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反映脱贫攻坚实效，不能以偏概全、

弄虚作假。

七、加强涉贫舆情引导。要加强涉贫舆情监测预警和分析研

判，强化引导管控，做好处置应对预案，及时发现、科学处置涉

贫舆情，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努力营造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良好

舆论氛围。

济南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20 年 12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