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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把对口支援西藏拉
萨作为光荣的政治任务和分内
事， 用心用情用力， 派出了一批
又一批的优秀干部人才， 建设一
大批优质民生项目， 开展了一系
列交流交往交融活动， 对此西藏
人民永远感恩铭记！”

“北京援疆坚持首善标准 ，
聚焦精准扶贫， 为助力和田脱贫
攻坚、 增进京和人民友谊作出了
重要贡献， 谱写了新时代民族团
结的伟大赞歌！”

“北京市全体援青干部牢记
使命、 奋战高原、 竭诚奉献， 帮
扶玉树州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得
到各族干部群众的充分肯定和高
度赞誉， 为我们树立了工作标杆
和学习榜样。”

“北京市饱含着对边疆民族
地区的深厚情感， 为千里草原送
来了京蒙扶贫协作行动， 在产业
合作、 人才援助、 劳务协作等方
面为草原儿女带来了福祉。”

“北京投入真金白银 ， 带来
了先进理念， 把习总书记对贫困
地区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 把首
都人民的深情厚谊融入贫困家
庭 ， 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决战贫
困、 实现小康的必胜信念。”

……
来自雪域高原 、 黄沙大漠 、

内蒙古大草原等北京扶贫支援地
区的一句句真情话语， 表达了他
们对首都无私的支援帮扶的感恩
之情。

北京作为首都， 自觉承担起
大国首都的政治责任， 凡事以首
善标准严格要求， 率先垂范， 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所做重大决策
部署， 深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在京华大地
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仅2018
年， 北京全方位发力助力受援地
脱贫攻坚，安排财政资金65.16亿
元。 实施928个扶贫项目，动员社
会帮扶资金4.8亿元，98.79%以上
的资金聚焦精准扶贫， 助力受援
地25个县摘帽， 69万贫困人口脱
贫， 拉萨市实现整体脱贫。 这些
扶贫成绩是怎么取得的？ 北京是
如何开展首善帮扶的？

构建扶贫协作四梁八柱
北京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 把扶贫协作作为光荣的政治
任务和分内之事， 以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为靶子， 以全方位动员充
分发挥首都各方面资源优势为途
径， 从领导体制、 政策支撑等方
面加大了顶层设计， 构建起扶贫
协作四梁八柱。

2018年， “市对口支援和经
济合作工作领导小组 ” 更名为
“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
导小组”， 在东部发达省市中率
先将对外支援和经济合作职能的
领导体系冠以 “扶贫” 的名称 ，
使领导小组更加突出 “扶贫” 的
职能。 目前， 领导小组以市委书
记为组长、 市长为常务副组长，
增加市委、 市政府、 市人大、 市
政协副职领导为领导小组副组
长， 成员单位由原来的22家增加
到46家， 全市16个区全部纳入成
员单位 ， 比过去的阵容更加强
大。 同时在机构改革中， 将领导
小组办公室由常设临时机构改为
市政府直属机构。

北京先后制定了40多个政策

文件， 形成具有北京特色的扶贫
协作和支援合作体系， 包括五级
书记亲自抓、四套班子共同抓、统
筹有力、上下联动、前后互动的组
织领导体系； 以资金项目和干部
人才精准聚焦的投入体系； 以六
大中心平台建设为依托、 多元主
体参与合力攻坚的社会动员体
系； 以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
为重点、 提升脱贫攻坚能力为核
心的培训体系；以“三个清单”（问
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为
基础、 考核评估为约束的责任体
系； 以日常监督与年度监督相结
合、 专业监督与行业监督相结合
的监督体系； 以集中采访和日常
采访相结合、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平台应用为手段的宣传体系等。

全市上下全方位动员
市委市政府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使命感， 率先垂范， 以前
所未有的力度高位推进扶贫协作
工作 。 2018年先后召开市委全
会、 市委常委会、 市领导小组会
等14次重要会议， 研究部署扶贫
协作工作， 有力推动各项任务保
质保量完成。 市委市政府蔡奇书
记、 陈吉宁市长、 李伟主任、 吉
林主席等市主要领导率领北京市

党政代表团先后赴内蒙古 、 河
北、 新疆、 西藏、 青海等8个省
市调研对接， 召开高层座谈会18
次， 签署扶贫协作协议， 深入贫
困村、 贫困户调研慰问。 其他市
级领导21次主动对接落实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的示范带动
下， 各区、 各部门也纷纷率团赴
结对旗县对接， 深化携手奔小康
行动。 据统计， 2018年， 全市各
区各部门主要领导赴89个结对旗
县对接1700多批次， 16个区与西
藏、 新疆、 青海、 河北、 内蒙古
等省区的89个县级地区签订了
“携手奔小康” 行动协议。

2018年5月 ， 汪洋同志对北
京市上报中办信息 《坚决贯彻党
中央治疆方略以首善标准做好援
疆扶贫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新疆
维吾尔开展工作对接》 作出重要
批示， 肯定北京工作。

首善帮扶助力脱贫攻坚
北京坚持首善标准， 精准施

策， 从资金、 产业、 干部人才、
健康教育等方面持续加大帮扶力
度， 推动受援地脱贫攻坚。

加大投入力度 。 2018年至
2020年， 在原计划基础上新增近
40亿元， 率先将东西部扶贫协作

资金提升到县均4000万元， 被国
务院扶贫办作为县均帮扶资金标
杆， 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2018年
北京市安排 65.16亿元 928个项
目， 其中98.79%的项目资金投向
县以下、 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利益
直接相关联的农村饮水、 住房改
造、 教育医疗、 产业就业和农副
产品销售等领域。 加大干部人才
投入力度， 选派1739名优秀干部
人才到受援地开展扶贫协作， 与
2017年相比增幅达94.5%， 实现
了结对帮扶贫困县挂职干部全覆
盖， 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坚持精准扶贫。 北京坚持输
血与造血相结合， 提升对口帮扶
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带动贫困村
贫困户稳定脱贫。 为推进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 ， 北京市制定印发
《北京市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项
目管理办法 （试行）》， 强化资金
项目的精准实施。 印发 《关于北
京援派干部聚焦扶贫协作的通
知》， 向每个贫困旗县新增2~3名
科级挂职干部， 把援派干部压到
扶贫一线。 注重因村因户因人施
策， 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认
真分析致贫原因和需要解决的问
题， 制定实施扶贫协作三年行动
实施意见， 推动11个领域精准扶
贫专项工作， 开展 “一县一策”
菜单式精准帮扶。

注重长远发展。 产业就业是
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 、 长远之
策。 为加大产业扶贫力度， 2018
年北京市出台了 《推进 “万企帮
万村 ” 精准扶贫行动的指导意
见》 等产业扶贫政策， 动员北京
各类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投
身精准扶贫 。 引导首农 、 德青
源、 首旅集团等1500多家企业到
贫困地区投资兴业， 签订产业扶
贫合作协议200多个， 金额超过
1000亿元， 带动受援地区产业升
级， 助力5.99万名贫困人口就近
就地就业 。 援建20多个产业园
区， 构建 “龙头企业+公司+合
作社+贫困户 ” 产业扶贫模式 。
深化劳务协作 ,举办82场招聘会，
提供就业岗位11万个； 共建劳务
实训基地54个， 带动就近就地就
业和来京就业24万人。

实施 “互联网+精准扶贫”，
与京东等电商签订帮扶协议， 为
结对帮扶县建立特色农副产品扶
贫馆， 拉动贫困地区农牧产业持
续稳定发展。 补足民生短板， 解
决20多万贫困农牧民饮用水安
全， 改造厕所4000多座， 支持富
民安居房、 游牧民定居、 棚户区
改造等危房改造建设近9万套 ，
有力改善了当地的生活环境。

发挥优势打造首都品牌
北京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

势， 以扶贫协作体系为抓手， 积

极整合教育、 医疗、 科技、 市场
等优势资源， 形成具有北京特点
的扶贫协作模式。

深化 “组团式” 教育扶贫 。
推动近百所学校与受援地区结对
帮扶 ， 开展 “内涵式 ” “融入
式” 跟岗培训， 拉萨北京中学、
北京实验中学等高考上线率达到
100%； 开展各类干部人才和贫
困村致富带头人培训3.4万人次，
接收受援地区干部人才来京挂职
2300多人次，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
扶贫干部人才队伍； 组织 “专家
行” “院士行” 活动， 建立扶贫
专家智库， 为受援地区提供 “最
强外脑”。

开展 “组团式” 健康扶贫 。
依托市属22家 “三甲医院” 援派
专家骨干力量， 通过 “医院带科
室” “专家带骨干” 等组团式援
建方式， 打造一批在当地有影响
的医疗服务品牌， 帮助拉萨市人
民医院创 “三甲 ” 工作取得突
破， 和田市、 玉树州医疗水平实
现整体提升。

加强 “先进实用性” 科技扶
贫。 发挥科技在扶贫领域的牵引
作用， 推进拉萨、 青海、 南阳、
丹江口、 沈阳等中关村产业园建
设， 引导首都高校、 科研院所、
科技专家提供先进实用技术援
助， 累计输出科学养殖、 “净菜
车间” 等152项技术， 提高贫困
地区生产效率和经济社会效益。

推进 “1+3+N” 消费扶贫。
建立以消费扶贫双创中心实体为
依托、 “线上+线下+社会动员”
销售模式和16区县、 百店专柜等
市场主体为支撑的 “1+3+N” 消
费扶贫模式。 拓宽扶贫产品进京
销售渠道， 开设销售网点866个，
2018年累计销售受援地区特色产
品134.86亿元， 有效带动贫困群
众增收脱贫。

构建全面动员机制。 推动各
行业、 各领域参与扶贫， 推进扶
贫支援 “六个中心” 建设， 搭建
社会参与平台； 加大宣传动员，
引导1.3万家社会组织和企业参
与扶贫协作 ， 744家企业参与
“万企帮万村” 行动； 组织 “大
爱北京 ” 活动募集社会资金4.8
亿元； 通过中国社会扶贫网， 引
导北京7万余名爱心人士参与帮
扶等， 构建起大扶贫格局。

推动金融扶贫模式。 与国开
行、 建行、 工行等合作， 授信额
度313亿元， 以优惠利率、 较长
贷款期支持北京企业到贫困县发
展产业。 推动融易购、 善融、 蚂
蚁金服、 京东金融等金融机构支
持扶贫产品销售。

探索扶智扶志新模式。 建设
“四位一体” 培训体系， 提升扶
贫脱贫能力。 建立北京扶贫支援
智库， 组织院士专家为受援地区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深化交流交
往交融， 开展 “民族一家亲” 系
列活动 ， 支持 《藏地彩虹 》 等
150多场演出， 实施 “百部优秀
影视剧落千村进万家” 工程， 丰
富贫困地区群众文化生活。

2019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
年， 95%的扶贫任务要在这一年
完成， 任务艰巨， 时间紧迫。 北
京将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以更大的决心、 更精准的举措、
更过硬的作风， 推动脱贫攻坚任
务如期完成。

万水千山总关情
———北京市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 在 北 京
消费扶贫双创
中心 ， 北京市
民在选购来自
受援地区的农
特产品

拉萨———堆龙德庆区生态农业产业园项目， 北京市投入援助资金
5600万元，建设720栋高效日光温室。通过土地流转、就业和分红等方式
共带动307户农牧民增收，每户种植两栋温室，户均纯收益2.8万元。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在赤峰市宁城县开展医疗帮扶活动。

▲

玉树州
当地群众接受
培训。

□本报记者 马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