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部署要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财政部已下达 2022

年以工代赈中央投资 66 亿元，撬动地方各类资金约 12 亿元，支持各地共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1800 余个，将带动 13 余万名农村脱
贫群众和低收入人口等重点群体稳就业、促增收，预计参与工程项目建设的当地群众人均获取劳务报酬额将超过 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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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财政部已下达
2022 年以工代赈中央投资 66 亿元

5 月 19 日， 全国驻村帮扶
工作视频推进会在京召开。 会
议总结一年来驻村帮扶工作，
分析当前深化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面
临的形势， 研究部署下一步驻
村帮扶工作， 推动驻村帮扶不
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
村全面振兴见实效提供有力支
撑。 中央农办副主任、国家乡村
振兴局局长刘焕鑫出席会议并
讲话。 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蒋天宝主持会议。 中央组织部
组织二局、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
划司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作工
作部署。

会议指出，2021 年以来，各
地区各部门扎实推动新阶段驻
村帮扶工作， 常态化驻村帮扶
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 驻村帮
扶工作的对象更加广泛、 内容
更加丰富、空间更加广阔。 驻村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轮换顺利完
成，18.6 万名驻村第一书记、
56.3 万名工作队员全部选派到
位，新老交接有序推进，力量组
合科学搭配，人才效能得到发
挥。组织保障和能力建设进一
步加强，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
农办、农业农村部门和乡村振
兴部门强化工作联系、密切协
调配合，共同促进驻村帮扶责
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

会议强调， 今年是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深化之年， 也是

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 推动驻村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中创造更多实绩。 要
聚焦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 扎实做好防止返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工作； 要聚焦促进脱
贫人口持续增收， 扎实做好产
业和就业帮扶工作； 要聚焦逐
步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
件，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要
聚焦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根
基，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会议强调， 驻村帮扶是一
项长期性的制度安排， 今后一
段时期的驻村帮扶工作， 要按
照干部选派周期和年度工作部
署动态调整， 各级乡村振兴部

门要配合组织部门认真抓好落
实，加强管理服务，更好激发驻
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 今年重点要由“选
优派强”向“管训促用”转变，进
一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加强
能力培训、管理激励、保障关爱
和宣传引导， 推动驻村干部沉
在村里、干在一线，有效激发干
事创业热情， 促进其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会上，安徽、海南、云南 3
个省党委组织部和福建、四
川、陕西 3 个省乡村振兴局负
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国家乡村
振兴局有关司负责同志，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乡村振
兴局有关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
加会议。

（据国家乡村振兴局）

全国驻村帮扶工作视频推进会在京召开

全国驻村帮扶工作视频推进会现场（图片来源：国家乡村振兴局）

聚焦重点地区重点群体，减
轻新冠疫情冲击影响

以工代赈资金安排进一步
聚焦“三区三州”等原深度贫困
地区、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任务
较重的市县等重点地区，瞄准农
村脱贫人口、易返贫致贫监测对
象和其他低收入人口等重点群
体，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吸纳农村
脱贫群众特别是因疫因灾无法
外出务工的群众参与以工代赈
工程项目建设，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增收， 缓解疫情对农村劳动
力外出就业的冲击影响。

强化项目前期工作，确保项
目谋划环节落实以工代赈政策
要求

为从源头上把住以工代赈
项目谋划的“政策关”，确保发挥

“赈”的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
组织有关省份按照“省负总责，
省、市、县逐级审查把关”的原
则， 对申报项目前期要件是否
符合政策要求开展审查。 中央
投资切块下达到省后， 由省级
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先有群众、
后有项目”“项目建设是平台载
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政
策要求， 及时将项目分解下达
到县， 确保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及时组织群众务工、足额发放劳
务报酬。

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 ，吸
纳更多群众就业

各地牢牢扭住促进农村群

众就业这个“牛鼻子”，在确保
工程质量前提下， 尽可能提供
更多务工岗位， 尽可能大幅提
高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进一步延伸扩大就业容量，
激发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
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2022 年以工代赈投资计划
由各省分解到项目后，预计
发放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
的比例将超过 20%，部分项
目 劳 务 报 酬 占 比 将 达 到
30%以上。

全面拓 展 多种 赈 济 模
式，延伸扩大就业容量

各地依托以工代赈项
目，全面实施就业技能培训、
公益性岗位开发和资产收益

分红等赈济新模式，瞄准务工群
众中低技能、 弱劳力等特殊群
体， 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
训、生产技能培训等，让以工代

赈中央投资更直接、 更广泛、更
长久地惠及脱贫群众。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微信
公众号）

在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社区盲人电影院，左腿高位截
肢的杜诚诚正在为盲人朋友
讲电影。 在当地残联的帮助
下， 她在因病致残后投身公
益，如今已服务了 1 万多人次
的视障人士。 杜诚诚说，她一
直牢记 2018 年的春天， 习近
平总书记在湖北社区考察时
对她的鼓励。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
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
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看望、 慰问
残疾人群体， 为生活困顿者
排忧解难、 为身残志坚者加
油鼓劲，一个个温暖瞬间，让
人们感受到“格外”二字的重
若千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
好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等
工作。 牢记总书记嘱托，从完
善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到健
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
施，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战略部
署陆续出台，掀开新时代残疾
人事业发展崭新篇章。

聚焦残疾人兜底保障和
康复服务，我国在国家层面建
立起覆盖数千万残疾人口，包
含生活补贴、护理补贴、儿童
康复救助等内容的残疾人专
项福利制度。 在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中高度重视和关注残疾
人的健康问题，加快实现残疾
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辅助器具适配率均超过 80%。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建立
实施以来，103.9 万人次残疾
儿童得到康复救助。

助力求学求职路，鼓励残
疾人勇敢追梦。 国家连续组织
实施了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
划，并发布《“十四五”特殊教
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各类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
入学率超过 95%，超过 11.3 万
名残疾学生进入高等院校就
读。 2014 年，我国首次使用高
考盲文试卷。 受益于此，家在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的盲
人考生王贺顺利考入北京高
校就读，并在维也纳莫扎特国
际钢琴大赛摘金，在逐梦的路
上奏响了生命最强音。

自 2013 年以来， 中国残
联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出台了
《关于促进残疾人按比例就业
的意见》《残疾人职业技能提
升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为残
疾人提供更广阔的事业舞台，
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每年保
持在 30 万人以上。 全国建立
了基层 7 万多名残疾人就业
指导员队伍， 每年能为 20 多
万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就业
服务。 近几年，越来越多残疾
人开始拥抱 AI 语音标注师、
3D 建模师、 动漫师等新兴职
业，于逆境中追求进步、在残
缺里创造幸福。

面向未来，《“十四五”残
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进一步
从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
度、 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
量、 提供无障碍环境等多方
面作出部署， 助力广大残疾
人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
向阳而生，逐梦而行，不断迸
发生命的光彩。

（据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我国残疾人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
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
重要体现，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保障
残疾人基本民生、 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 促进残疾人全面发
展，8500 万残疾人在康复、教育、就业及精神文化方面获得全
面支持，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取得历史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