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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

范亚霞（女）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
主管护师

王 布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大内科规培基地
秘书，主治医师

张国民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教育处主任，副主任
医师

袁雅冬（女）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
科主任，主任医师

崔 泽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韩 旭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党支部书记、副

所长，副主任医师
李 琦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主任

医师
刘 山（满族）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
杜 芸（女）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处副处长
高 日 省卫生健康委考试培训中心考务一科科长
程 刚 省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二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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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党委
市急救中心党总支
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临时党支部
正定县人民医院党委
长安区桃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桥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新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裕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二、承德市

市卫生健康委机关党委
市第三医院党总支
双桥区中华路街道山庄社区党委
市公安局机关党委

三、张家口市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市传染病医院党总支
桥西区大境门街道党工委
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卫生健康局党总支

四、秦皇岛市

市第三医院党委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市第一医院党委
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党支部
市运输管理处党总支
市失业保险事业管理处党支部
海港区西港路街道党工委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道街道状元府社区党支部
北戴河区戴河镇党委

五、唐山市

市传染病医院党委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丰润区燕山路街道新城社区党总支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六、廊坊市

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
市人民医院党委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十（南尖塔治安检查站）党

支部
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七、保定市

市第一中心医院党委
市第一中医院党委
市第一医院党委
市人民医院党委
莲池区五四路街道党工委
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党委

八、沧州市

市人民医院党委
市中心医院党委
运河区南湖街道南湖社区党委
沧州海事局指挥中心（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党支部

九、衡水市

市第三人民医院党总支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关第四（传染病防治科）党支部
枣强县卫生健康局党总支

十、邢台市

市人民医院党委
巨鹿县医院党委
清河县人民医院党委
任泽区人民医院党委

十一、邯郸市

市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
市公安局直属机关党委
市传染病医院党委
市中心医院党委
市第一医院党委
丛台区苏曹乡星城国际社区党总支

十二、雄安新区

安新县医院党总支
安新县中医医院党总支
容城县白洋淀高铁站监测点临时党支部

十三、定州市

市卫生健康局直属机关党委

十四、辛集市

市卫生健康局直属单位党委

十五、省直单位

省政府办公厅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临时党支部
省人民医院第九（感染性疾病科）党总支
省胸科医院党委

省儿童医院第四党总支第五（发热门诊）党支部
省中医院总务党支部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科第五（感染性疾病科）党

支部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援助湖北医疗队临时党

支部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第四党总支第一（检验科）党

支部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第二十五（检验科）党支部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第四党总支第六（体检中心）党

支部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内科系统第二（呼吸科）党

支部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南区内科第一（感染性疾病科）党

支部
省血液中心第六（血液保障部）党支部
省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处党支部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省公安厅疫情防控大数据专班临时党支部
河北监狱女警支援湖北监狱工作队临时党支部
河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党支部
省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党总支
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党总支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党支部
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督处党支部
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党委
河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党支部
省计量监督检测研究院第三（中低温与辐射室）党

支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党支部
省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党支部
省政府外事办涉外管理处党支部

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90个）

（上接第一版）

牢记嘱托攻坚 勇于担当克难

打开河北地形图，在北部、西北一带能找
到的最险峻和最高寒的地方就是张承坝上地
区和燕山、太行山深山区，是河北的深度贫困
地区。

2012 年岁末，太行深山里这深情而浓重
的一笔，注定会铭记在中国摆脱贫困的历史
进程中。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赴
农村地区视察，就来到老区、山区、贫困地区
三区合一的阜平县，冒严寒、踏冰雪深入骆驼
湾村和顾家台村考察扶贫工作。在这里，总
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进军令：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
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指路的灯
塔。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带领全
省干部群众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旺盛
的干劲，汇聚磅礴力量，攻克千载难题。而

“贫中之贫”的深度贫困地区成为主攻对象。
五级书记带头抓，全党动员促攻坚。
省委书记、省长带头包联脱贫攻坚任务

重的市县，其他省级领导全部承担包联任务，
带动形成了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工作格局。

10月10日，全省县（市、区）委书记培训班
开班式刚结束，当天下午，王东峰就主持召开
了省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
议。10月11日，他又“趁热打铁”，把全省产业
扶贫工作视频现场会搬到了保定市阜平县。

王东峰在现场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
展能力和造血功能，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有效
防止返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奠定坚实基础。

许勤在现场会上指出，要狠抓工作落实，
各级各有关部门对重点任务拉清单、建台账，
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确保各项
安排部署落地见效。

2018年以来，我省在全国首创市县党委、
政府履行脱贫攻坚主体责任“擂台赛”制度，
累计举办县委书记“擂台赛”7期、乡镇党委书
记“擂台赛”2300 余期。好的讲经验，差的表
决心，创先争优、比学赶超成为工作常态。

集中力量攻坚，万众一心克难。
明确攻坚重点——我省依据贫困发生

率，综合考虑脱贫难度、自然条件等因素，确
定了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张北县、阳原
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
县、隆化县、阜平县、涞源县等 10 个深度贫困
县。在这10个县中，按照贫困程度，我省确定
了206个深度贫困村。

优化顶层设计——我省在财政投入、产
业扶贫、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深
度贫困地区重点倾斜，集成了一套含金量高、
务实管用的“政策包”，全方位安排部署了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

强化资金支持——在财政、金融等方面
对 10 个深度贫困县实行政策倾斜。2018、
2019、2020年，分别下达10个深度贫困县省级
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7.7亿元、39.4亿元、
48.5亿元。省财政对深度贫困县每县每年分
别单独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亿元。

在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的战场上，一批

又一批好党员、好干部走在前、做表率。
我省向建档立卡贫困村选派7746个驻村

工作队、2.2万名驻村干部。他们背起行囊，走
出机关，扎根贫困乡村，用无私奉献、忘我牺
牲的担当，战贫斗困，不胜不还。截至2019年
底，全省先后有9名先进个人和集体获评全国
脱贫攻坚奖；203个单位、507名个人获得全省
脱贫攻坚奖。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
脱贫攻坚，彰显着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

雄心壮志，又实实在在改变着贫困群众的
生活。

今昔对照，可见山乡巨变。
骆驼湾低矮逼仄的黄泥小屋，变成了具

有保温隔热功能的新民居；一直靠种土豆和
玉米填肚子的顾家台人，如今建起了密密麻
麻的食用菌大棚，“老乡菇”热销广东、福建等
十几个省份。

阜平广大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勠力同心，苦干实干，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从 2012 年的 3262
元增至 2019 年的 13620 元；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54.4%下降到 0.45%。今年年初，随
着河北最后一批 13 个贫困县摘帽，阜平脱贫
了。6月底，阜平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达到稳定
脱贫条件。

骆驼湾村老党员陈德忠动情地说：“请一
定给总书记捎句话，我们非常想念他！”他还
写了一首诗：“寒风刺骨人心暖，总书记来到
骆驼湾。问吃问住又问穿，无微不至关怀
咱。语重心长声连声，终生难忘铭记心。脱
贫攻坚走向前，誓把旧貌变新颜！”

最真的心、最深的情。这是阜平百姓的
心声，也是广大燕赵儿女的衷肠。

7 年多来，在一项项强有力部署、一个个
超常规举措的攻坚之下，10 个深度贫困县的
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度下降，从 2017 年底的
5.24 万人减少到 2019 年底的 1193 人，贫困发
生率由24.7%下降至0.57%。

阜平、河北，与全国一道，大踏步走在通
往全面小康之路上。

下好精准这盘棋 鼓起群众钱袋子

2020年6月底，张北县德胜村最后1户贫
困户也达到了脱贫标准。可就在几年前，这
个拥有 443户 1176人的村子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212户445人，贫困发生率高达37.8%。

村里的老百姓说，真想给总书记捎句
话——德胜村“得胜”了。

2017年1月24日，临近年根，已是北方最
寒冷的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德胜村，亲
切看望慰问贫困户，同基层干部群众一起算
扶贫账。总书记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做好这项工
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下好“精准”这
盘棋，做到扶贫对象精准、扶贫产业精准、扶
贫方式精准、扶贫成效精准。

三年多来，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团结带领全省干
部群众奋斗拼搏、苦干实干。各地找准症结、
精准发力，有针对性地采取产业扶贫、就业扶
贫、科技扶贫等措施，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
众可持续发展能力。

产业扶贫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长
远之计。

德胜村建起光伏电站、种植微型薯、发展
旅游业，2019年底，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700元，村集体收入实现133万元。
一村一品，扶贫产业在张承保深度贫困

地区结出硕果。
张家口市围绕产业就业全覆盖这一目

标，培强一批传统产业、培优一批特色产业、
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做实一批生态产业。截
至 2020 年 8 月底，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村覆
盖率达到100%，对贫困户覆盖率达到94.8%。

承德市发展壮大9大特色扶贫产业，打造
“五个百万基地”，实施“一村一品”行动，提升
产业有效扶持覆盖面和产业增收占比。完善
联贫带贫利益联结机制，培育省级扶贫龙头
企业104家、扶贫产业园区63个、农民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1.3万个。

保定市重点打造特色农林、绿色能源、旅
游休闲、家庭手工业四大特色扶贫产业。
2014 年至 2019 年，全市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33.16 亿元，谋划实施产业项目 6561 个，累计
带动贫困户50万余户、近120万人，2019年人
均增收 4061 元。目前，全市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实现2个以上高质量产业全覆盖。

就业扶贫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真金
白银。

在张家口市，贫困群众从生态保护与修
复中得到更多实惠。该市立足首都水源涵养
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功能定位，通过组
建造林、草牧业等生态建设扶贫专业合作社，
增加河湖巡查员、生态护林员等生态管护岗
位，让4.5万名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在承德市，县乡村三级公共就业服务平
台正在发挥作用。该市落实促进就业创业13
条措施，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开发村级公益事
业，拓展灵活用工形式，对接京津对口帮扶地
区，全市实现16.5万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在保定市，阜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与
国内 4 家知名车企合作创办梦翔汽车培训基
地，优先招收贫困家庭学生，实现学生定向就
业。该市发挥白沟等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多的
优势，鼓励贫困地区积极承接和发展劳动密
集型企业。通过扶贫车间吸纳、京保协作劳
务转移等途径，全市 10.48万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实现就业。

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因为科技
力量的注入而大不一样。

保定市与河北农业大学合作，累计投入
资金3000多万元支持农业创新驿站建设，100
多项新技术、新成果率先在驿站转化落地。
如今，太行山区遍布着50个这样的创新驿站，
30.27 万贫困人口在创新驿站带动下摆脱
贫困。

张家口市百名科技人员帮助贫困户办理
良种购置、育苗栽培、大棚建设等实事 180 多
项。全市挂牌成立“新时代农民讲习所”110
个，开展讲习160多场次，培训7000多人次；举
办科技下乡培训班 755 次，累计培训 3.6 万
人次。

承德市大力推进科技扶贫“百千万”工
程，组建河北省中药材、马铃薯等 8个战略联
盟，建成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11个、农业创
新驿站 16 个、“星创天地”39 家，组建 12 个专
家服务团，选派110名科技特派员到贫困村开
展科技服务。

“搬”出穷窝窝，“迁”来好生活。对于“一
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地区，我省则大
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经过近四年大规模建设，我省提前一年
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任务。截至

2019年11月，涉及7市35县（区）的10.5万户、
30.2万名搬迁群众全部实现搬迁安置，其中深
度贫困地区18.3万人。目前，全省规划的632
个扶贫产业园区已全部建成。110 个集中安
置项目配建了扶贫光伏，成为贫困户稳定、重
要的收入来源。

全力打好组合拳 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

“实践证明，深度贫困并不可怕。只要高
度重视、思路对头、措施得力、工作扎实，深度
贫困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河北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以重大
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为抓手，以补
短板为突破口，强化支撑保障，加大政策倾
斜，举全省之力坚决打赢深度贫困地区攻
坚战。

——强化项目落地。以10个深度贫困县
的206个深度贫困村为重点，我省深入实施基
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工程。2018年以
来，累计投资 24.5 亿元，建成项目 2700 余个，
从根本上改观了深度贫困地区生产生活
条件。

——强化帮扶措施。2017 年以来，我省
对 10 个深度贫困县实行“五包一”帮扶，每县
明确一名省领导联系指导，安排一个省直厅
局、一个经济强县（市、区）、一家省属大型企
业、一家金融机构共同帮扶。

对 206 个深度贫困村实行“三包一”帮
扶。每村一名省直部门厅级干部联系，一支
省直驻村工作组、一家市域内实力较强的民
营企业进行帮扶，增强贫困村自我发展能
力。对 10 个县的其他贫困村，统筹整合相关
资源，加大帮扶力度。

——汇集众力，唱响脱贫攻坚协奏曲。
让各类资源更多地向深度贫困地区倾

斜，我省扎实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单位
定点扶贫、驻冀部队帮扶、“千企帮千村”行
动，构建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

从 2016 年起，京津两市陆续对口帮扶张
承保3市28个县，累计实施帮扶项目2417个、
落实帮扶资金 62.6 亿元。截至 2019 年，京津
两市帮扶我省的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受援
县贫困人口累计减少126.33万人。

5 年来，扶贫协作模式遍地开花，形成一
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经验——首农“双
创”中心卖出了一批又一批河北农产品，天津
食品集团在围场实施了百万只优质肉羊产业
化项目，阜平硒鸽健康产业园让大山里飞出

“扶贫鸽”……
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汇入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的洪流。
河北“千企帮千村”行动参与企业数量、

受帮扶村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对包括206个深
度贫困村在内的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村实现村
企结对帮扶全覆盖。

在塞北高原，弘基集团依托自身马铃薯
产业优势，与沽源县长梁乡六道沟村、丰源店
乡兴顺店村和赤城县马营乡墩上村、南夭子
村结对精准帮扶，建成3个马铃薯种植扶贫基
地，托起贫困群众的小康梦。

在坝上草原，千喜鹤集团云泉牧业公司
投入 5300 余万元，在隆化县荒地乡建成占地
82 亩的养牛场及配套设施，年可出栏成品肉
牛9600头，与28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了

扶贫脱贫联接机制。
在太行深处，涞源县河北桃木疙瘩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流转土地 300多亩，带动 9
个村818户贫困户发展生态太行鸡养殖，解决
就业100多人，覆盖贫困人口2000人。

大家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好日子如约
而至。

目前，10 个深度贫困县全部退出，206 个
深度贫困村全部出列，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达
到脱贫条件，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

然而，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
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
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特别是今年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

坚持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手抓。我省
分区分级精准施策，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脱贫攻坚工作的
通知》《关于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的十
三条措施》等 20 多个政策文件，千方百计促
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务工和扶贫企业项目复
产复工。

千难万险何所惧，大战大考炼真金。截
至今年9月底，我省2020年计划实施的16638
个扶贫项目已全部开工；扶贫龙头企业、规范
认定的扶贫车间复工率均达 100%，吸纳和带
动贫困人口就业 1.52 万人；全省贫困劳动力
务 工 77.05 万 人 ，占 2019 年 务 工 总 人 口 的
110.90%。

奔向全面小康的脚步一刻没停，巩固脱
贫成果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

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我省对退出的
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保持现有帮扶政
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脱贫摘帽，不摘
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

精准防贫是我省脱贫攻坚工作的一大
亮点。

2019 年 9 月，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
建立健全脱贫防贫长效机制的意见》，国务院
扶贫办将我省文件转发各省（区、市）学习借
鉴。全省有扶贫任务的县（市、区）都建立了
防返贫防致贫长效机制。

在张家口市，8785户17540人纳入防贫台
账管理。对纳入救助对象的脱贫监测户和边
缘户，该市综合运用产业就业扶持、教育资
助、医疗补助、防贫保险等措施精准帮扶。

承德市建立“七有”防贫机制，实现事前
预防、事中救助、事后跟踪。目前，全市共纳
入防贫监测对象 1.15万户、2.88万人，累计使
用防贫资金3200万元，帮扶救助2.48万人次。

保定全市 22 个县（市、区）全部设立防贫
保险，共监测脱贫不稳定户和非建档立卡边
缘户两类防贫对象4487户10613人，实施救助
6573 户 次 12900 人 次 ，救 助 总 金 额 2506.05
万元。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打牢高质量脱贫攻坚“基础版”，启动乡

村振兴“升级版”。我省切实把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统筹城乡融
合发展，推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
兴各项举措落地见效。

全力跑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
里”！

让我们在取得决定性胜利基础上，进一
步坚定信心，加大力度，压实责任，攻坚克难，
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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