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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县 ２０２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２０ 年ꎬ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ꎬ 特别

是新冠肺炎疫情和泥石流灾害的严重冲击ꎬ 全县

各族干部群众在县委、 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ꎬ 在

县人大、 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ꎬ 始终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指导ꎬ 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 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ꎬ 全面落实县委

总体工作格局ꎬ 沉着冷静应对风险挑战ꎬ 准确判

断形势ꎬ 精心谋划部署ꎬ 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各类灾害挑战ꎬ 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ꎬ

全县经济运行逐季回升、 逐步恢复常态ꎬ 社会大

局保持稳定ꎮ

一、 综合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 ２１９１３２ 万元ꎬ 按

可比价格计算ꎬ 比上年增长 ２ ８％ꎮ 其中ꎬ 第一

产业增加值 ４２０３０ 万元ꎬ 增长 ２ ５％ꎻ 第二产业

增加值 ６１８９５ 万元ꎬ 增长 １０ ６％ꎻ 第三产业增加

值 １１５２０７ 万元ꎬ 增长－ ０ ４％ꎮ 一、 二、 三产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３５ ９５％、 ６３ ６１％、

０ ４４％ꎬ 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０ ５、 ２ ５、 － ０ ２ 个

百分点ꎮ 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３７２０８ 元ꎬ 比上

年增长 ２８ ５％ꎮ

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１７ ４: ２２ ７: ５９ ９

调整为 １９ ２: ２８ ２: ５２ ６ꎮ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比上年提高 １ ８ 个百分点ꎻ 第二产业

增加值比重比上年提高 ５ ５ 个百分点ꎬ 其中工业

增加值比重提高 ３ ６ 个百分点ꎻ 第三产业增加值

比重比上年下降 ７ ３ 个百分点ꎮ

全年民营经济 (个体私营经济) 增加值

９１０４３ 万 元ꎬ 增 长 － ２％ꎬ 占 ＧＤＰ 的 比 重 为

４１ ５％ꎬ 比上年下降 ６ ７ 个百分点ꎮ 其中ꎬ 第一

产业增加值 ２７２０３ 万元ꎬ 增长 ５ ６％ꎻ 第二产业

增加值 ２３８７６ 万元ꎬ 增长 ３ １％ꎻ 第三产业增加

值 ３９９６４ 万元ꎬ 下降 ９％ꎮ

年末全县 “四上” 企业 (个体) ２６ 个ꎬ 比

上年退库 ５ 个ꎬ 新增 ３ 个ꎮ 其中ꎬ 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６ 个ꎻ 资质建筑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 ３

个ꎻ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企业 (个体)

１７ 个ꎬ (退库 ５ 个ꎬ 新增加 ３ 个)ꎮ 工商登记企业

期末总户数 ３５５９ 户ꎬ 增长 ８％ꎮ 其中ꎬ 个体工商

户 ３１８０ 户ꎬ 增长 ８ ４％ꎻ 私营企业 ３７９ 户ꎬ 增

长 ５％ꎮ

二、 农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６３２６０ 万元ꎬ 增

长 １ ８％ꎮ 其中ꎬ 农业产值 ３６１８７ 万元ꎬ 增长

３ ８％ꎻ 林业产值 ２３６２ 万元ꎬ 增长 １０ ６％ꎻ 牧业

产值 ２２９８７ 万元ꎬ 下降 ２ ９％ꎻ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１７２４ 万元ꎬ 增长 ４ １％ꎮ 粮食播种面积 ２８４５ 公

顷ꎬ 比上年增长 ４ １％ꎮ 粮食总产量 １０１９４ 吨ꎬ

比上年增加 ５７ 吨ꎬ 增长 ０ ６％ꎮ 其中ꎬ 小春粮食

产量 ２０５９ 吨ꎬ 增长 ０ ９８％ꎻ 大春粮食产量 ８０５９

吨ꎬ 增长 ０ ３１％ꎮ 油料产量 １０５９ 吨ꎬ 同期持平ꎮ

中草药材 １０４ 吨ꎬ 增长 ９ ５％ꎮ 蔬菜及食用菌

２３７３４ 吨ꎬ 增长 ０ ５６％ꎮ 畜牧业平稳增长ꎬ 年末

大牲畜存栏 ６２１４６ (头只匹)ꎬ 其中牛存栏 ５８１３６

(头只匹)ꎬ 猪存栏 ２６４１０ 头ꎬ 羊存栏 ３１５４７ 只ꎮ

１０３



生猪、 牛、 羊出栏 ５７２３１ (头) 只ꎬ 增长 １ ２％ꎮ

其中ꎬ 生猪出栏 ３２９６５ 头ꎬ 牛出栏 １０４９３ 头ꎬ 羊

出 栏 １３７７３ 只ꎮ 家 禽 出 栏 １５８９７ 只ꎬ 增 长

２０ ６％ꎮ 肉类总产 ４０００ 吨ꎬ 同比增长 ２ ３％ꎮ 其

中ꎬ 猪肉产量 ２３４９ 吨ꎬ 增长 ２ ４％ꎻ 牛肉产量

１３８０ 吨ꎬ 增长 ０ ３％ꎻ 羊肉产量 ２４５ 吨ꎬ 增长

１３ ３％ꎻ 禽肉产量 ２６ 吨ꎬ 增长 ８ ３％ꎻ 禽蛋产量

３９ 吨ꎬ 增 长 ２ ６％ꎻ 奶 类 产 量 ２６５７ 吨ꎬ 增

长 ２ ７％ꎮ

年末农机总动力 ８ ４８８３ 万千瓦ꎻ 农用化肥

施用量 (折纯) ３４２ 吨ꎬ 其中氮肥 ２１５ 吨ꎬ 磷肥

６９ 吨ꎬ 钾肥 ６ 吨ꎬ 复合肥 ５２ 吨ꎻ 农用塑料薄膜

使用量 ７０ 吨ꎻ 地膜覆盖面积 １３８６ 公顷ꎻ 农用柴

油使用量 ７０ 吨ꎻ 农药使用量 ２１ 吨ꎻ 农村用电量

１６８４ 万千瓦时ꎻ 园地 ６５０ 公顷ꎬ 林地 ２７４３００ 公

顷ꎬ 草地 ７５２００ 公顷ꎬ 设施农业用地 ６ 公顷ꎮ

三、 工业与建筑业

全县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 ５７０４２ 万元ꎬ 同比

增长 ９ ５％ꎬ 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５０１３０

万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２％ꎬ 高于全州平均水平 ３ ５ 个

百分点ꎮ 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 ６９１２ 万元ꎬ 同比

下降 １０ ７％ꎮ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６９０６５ 万

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２０ ３％ꎻ 产品销售率 ９３ ６％ꎬ 下

降 ２ ６ 个百分点ꎻ 利润总额 ６１１４ 万元ꎬ 增长

９８ １％ꎻ 利税总额 １４０６０ 万元ꎬ 增长 １３１ ９％ꎻ 资

产负债率 ８８ ８％ꎬ 增长 ４ ４ 个百分点ꎮ

丹巴 ２０２０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丹巴县

２０２０ 年 同比增减％

发电量 万度 ２７５３９６ －０ １６

黄金 ＫＧ ５６２ ８６ ７

砖 万片 ５ －５０

酒 吨 １１４ ９０

自来水 万吨 ３３０ ３ １

全县统计入库的资质以上总承包和专业承包

建筑企业个数 ４ 家ꎬ 建筑业总产值 １４７８７ 万元ꎬ

增长 ９２ ２％ꎮ 其中ꎬ 私营企业建筑业产值 １４７８７

万元ꎬ 增长 ８２ ２％ꎮ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０ ７ 万平

方米ꎬ 下降 ６４ ８％ꎮ 其中ꎬ 新开工面积 ０ ７ 万平

方米ꎬ 下降 ４１ ２％ꎮ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０ １５ 万

平方米ꎬ 下降 ６９ ４％ꎮ 建筑业增加值 ４８５３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２２ ６％ꎮ

四、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１４０６９４ 万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３ ４％ꎮ 分产业看ꎬ 第一产业投资增

长 ２６０ １％ꎻ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１０９ ６％ꎬ 其中工

业投资增长 １１０ ６％ꎻ 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３６ ９％ꎮ

分构成看ꎬ 建安工程投资下降 ５ ８％ꎬ 设备工器

具购置增长 ３４ １％ꎬ 其他费用下降增长 １０３ ５％ꎮ

分结构看ꎬ 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３８ ２％ꎬ 产业投资

增长 ８５ ４％ꎬ 民生及社会事业投资增长 １８ ９％ꎬ

其他投资下降 ６５ ３％ꎮ 一二三产投资结构由上年

的 ２ ８: １７ ２: ８０ 调整为 １０ ３: ３７ ４: ５２ ３ꎮ 其

中ꎬ 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３８ ７％ꎬ 较上年

下降 ２１ ８ 个百分点ꎻ 产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３８ ５％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８ ４ 个百分点ꎻ 民生及社会

事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２２ ３％ꎬ 较上年增长 ４ ２

个百分点ꎻ 其他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０ ５％ꎬ 较上

年下降 ０ ８ 个百分点ꎮ 本年新建投资 １０６８１０ 万

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６ ５％ꎻ 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

１９９７４ 万元ꎬ 同比下降 ５５ ７％ꎮ 施工项目 ６３ 个ꎬ

同比下降 ７ ４％ꎮ 其中ꎬ 本年新开工 １７ 个ꎬ 同比

下降 ４３ ３％ꎮ 本 年 投 产 项 目 ３３ 个ꎬ 同 比 增

长 ６５％ꎮ

五、 交通运输与邮电

年末全县境内公路总里程 １５１２ ７７ 公里ꎬ 其

中等级公路公里 １４８９ １８ 公里ꎮ 全年完成公路运

输总周转量 ７９１０ 万吨公里ꎬ 增长 － １１ ８％ꎮ 其

中ꎬ 货物周转量 ６８０８ 万吨公里ꎬ 增长 － ７ ６％ꎻ

完成旅客周转量 １１０１５ 万人公里ꎬ 增长－３１ ３％ꎮ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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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通讯业: 年末本地固定电话用户 １５７６０

户ꎬ 增加 ５５３５ 户ꎬ 增长 ５４ １％ꎻ 年末移动电话

用户数 ５４５９９ 户ꎬ 增加 ４３６４ 户ꎬ 增长 ８ ７％ꎮ 全

年互联网用户数 ２３０４０ 户ꎬ 增加 ３４５３ 户ꎬ 增

长 １７ ６％ꎮ

六、 贸易与旅游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０４０２ ４ 万元ꎬ 比

上年下降 ３ ６％ꎮ 按经营规模划分ꎬ 限额以上单

位实现零售额 １３００４ ４ 万元ꎬ 下降 ７ ８％ꎬ 占全

社会零售总额的 １８ ５％ꎻ 限额以下单位实现零售

额 ５７３９８ 万元ꎬ 下降 ２ ６％ꎬ 占全社会零售总额

的 ８１ ５％ꎮ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划分ꎬ 城镇实现消

费品零售额 ５３３００ ５ 万元ꎬ 增长 ０ ８％ꎻ 乡村实

现消费品零售额 １７１０１ ９ 万元ꎬ 下降 １５ １％ꎮ 按

行业 分ꎬ 批 发 业 零 售 额 ４８４５ ９ 万 元ꎬ 下 降

０ ３％ꎻ 零售业零售额 ４６９２３ ６ 万元ꎬ 增长 ０ ５％ꎻ

住宿业零售额 ４２２２ ９ 万元ꎬ 下降 ３１ ９％ꎻ 餐饮

业零售额 １４４１０ 万元ꎬ 下降 ５ ５％ꎮ

年末全县有 ＡＡＡＡ 景区 １ 个ꎬ ＡＡＡ 景区 ２

个ꎬ 全国旅游重点村 ２ 个ꎮ 全年接待游客 ３００ ０６

万人次ꎬ 较同期持平ꎮ 旅游综合总收入 ３３ 亿元ꎬ

下降 ４ ９％ꎮ

七、 财政、 金融与保险

全年公共预算总收入 ２０２７２ 万元ꎬ 比上年增

长 ４８ ８％ꎮ 其中ꎬ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８８２３

万元ꎬ 增长 ５８ ８％ꎻ 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中ꎬ 税收收入 ８４５８ 万元ꎬ 增长 ４ ５％ꎬ 占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４４ ９％ꎻ 非税收入

１０３６５ 万元ꎬ 增长 １７４ ５％ꎬ 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比重为 ５５ １％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７６７３５

万元ꎬ 增长 １６ １％ꎮ 其中ꎬ 教育支出 ２６０６９ 万

元ꎬ 下降 ２ ６％ꎻ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９８９９ 万

元ꎬ 增长 ６ ７％ꎻ 医疗卫生支出 １１９３７ 万元ꎬ 增

长 ４ ５％ꎻ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１３５３５ 万元ꎬ 增长

４ ５％ꎻ 农林水事务支出 ５１４４４ 万元ꎬ 增长 ７ ４％ꎻ

交通运输支出 １２３４６ 万元ꎬ 增长 ５８ ２％ꎻ 城乡社

区支出 ６４０９ 万元ꎬ 下降 ７ ８％ꎻ 科学技术支出

２７４ 万元ꎬ 增长 ０ ８％ꎻ 节能环保支出 ２９３４ 万元ꎬ

增长 １ ５％ꎻ 公 共 安 全 支 出 ９５３９ 万 元ꎬ 增

长 ３５％ꎮ

全年税收收入完成 ２４７９３ 万元ꎬ 同比增

１４ ３％ꎮ 按产业分ꎬ 第一产业 ２９ 万元ꎬ 增 １６％ꎻ

第二产业 ２０９０５ 万元ꎬ 增 １９ １％ꎬ 其 中 工 业

１６８７７ 万元ꎬ 增 ２３ ９％ꎻ 第三产业 ３８５９ 万元ꎬ 降

６％ꎮ 按经营类型分ꎬ 个体工商户 １９０２ 万元ꎬ 增

４ ２％ꎻ 私营企业 １０７２ 万元ꎬ 增 １７ ７％ꎮ 按行业

分ꎬ 租赁商贸服务业增值税 ２３０ 万元ꎬ 降 ３７％ꎻ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增值税 ２３ 万元ꎬ 降

２８ １％ꎻ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值税 ４ 万元ꎬ 降

７１ ４％ꎻ 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业增值税 ５７３ 万元ꎬ

增 ０ ９％ꎮ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４４９８５０ 万元ꎬ

比上年末增长 １２ ６％ꎮ 其中ꎬ 住户存款余额

２４２３５８ 万元ꎬ 增长 １５ ４％ꎮ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

额 ３３５９１７ 万元ꎬ 降 １０ ４％ꎮ 其中ꎬ 短期贷款余

额 ７７４８ 万元ꎬ 增长 １４１ ２％ꎻ 中长期贷款余额

３２８１６９ 万元ꎬ 增长－１１ ７％ꎮ

八、 教育

教育事业更加均衡ꎮ 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２０ 所 (不含村小、 小学教学点)ꎬ 在校生 ５７８６

人ꎬ 专任教师 ７３４ 人ꎮ 其中ꎬ 普通中学校 ５ 所ꎬ

在校生 ２７４６ 人ꎬ 专任教师 ２９６ 人ꎻ 小学校 １５ 所ꎬ

在校生 ３０４０ 人ꎬ 专任教师 ４３８ 人ꎮ

九、 文化、 卫生与体育

年末全县有广播电视台 １ 个ꎬ 广播覆盖率

９７ ３９％ꎮ 有线电视用户 ９００ 户ꎬ 直播卫星用户

１５１５０ 户ꎬ 电视覆盖率 ９７ ３９％ꎮ 广播电视综合覆

盖率 ９７ ３９％ꎮ 农村公益电影固定放映点 ５ 个、

电影放映队 １７ 个ꎮ

年末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 １６４ 个ꎬ 床位 ３６０

张ꎬ 卫生技术人员 ２９８ 人ꎬ 其中执业 (助理) 医

师 １３２ 人ꎮ

３０３



十、 人口、 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 年末ꎬ 全县户籍总户数为 １７２８２ 户ꎬ 户

籍人口 ５６５７０ 人ꎬ 其中城镇人口 １２２７４ 人ꎬ 乡村

人口 ４４２９６ 人ꎮ 年末常住户数 １７２０１ 户ꎬ 常住人

口 ４９８７２ 人ꎬ 其中城镇人口 １５７３３ 人ꎬ 乡村人口

３４１３９ 人ꎮ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３１ ５５％ꎬ 比上年末

下降 ３ ７４ 个百分点ꎮ 全年出生人口 ３８６ 人ꎬ 人

口出生率 ６ ２３‰ꎻ 死亡人口 ２２８ 人ꎬ 人口死亡率

３ ６８‰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 ５５‰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１９１９ １

元ꎬ 增长 ７ ６％ꎮ 按常住地分ꎬ 全年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３６５７３ ５ 元ꎬ 增长 ４ ９％ꎮ 其中ꎬ

工资性收入 ２８００２ ８ 元ꎬ 增长 ５ ３％ꎻ 经营净收

入 ２２９５ ５ 元ꎬ 增长 ３ ５％ꎻ 财产净收入 １４４９ １

元ꎬ 增长 ４ ７％ꎻ 转移净收入 ４８２６ １ 元ꎬ 增长

３ ２％ꎮ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２２９３２ ４ 元ꎬ 下降

６ ２％ꎬ 其中居住消费支出增长 １ ４％ꎬ 生活用品

及服务消费支出下降 ４ ３％ꎬ 交通通信消费支出

下降 １４ ８％ꎬ 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下降 ６ ７％ꎮ 城

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３６％ꎮ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５７９７ ３ 元ꎬ

增长 ８ ９％ꎮ 其中ꎬ 工资性收入 ３８１７ ４ 元ꎬ 增长

８ ８％ꎻ 经营净收入 １００６０ ４ 元ꎬ 增长 ８ ９％ꎻ 财

产净收入 ５３ ２ 元ꎬ 增长 ６ ８％ꎻ 转移净收入

１８６６ ４ 元ꎬ 增长 ８ ８％ꎮ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 １０３９４ １ 元ꎬ 增长 ４ ６％ꎮ 其中ꎬ 居住消费

支出下降 １３ ４％ꎬ 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增长

２２ １％ꎬ 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增长 １２ ９％ꎬ 医疗保

健消费支出增长 １６ ９％ꎮ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

数 ４１ ５％ꎮ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４ ２％以内ꎮ 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３１７６１ 人ꎬ 参加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７３２０ 人ꎬ 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人数 ４４０４９ 人ꎬ 全年社会福利院床位

数 ８０ 个ꎬ 特困 (五保) 供养人数 ４６７ 人ꎬ 纳入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１２８ 人ꎬ 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 ２３１９ 人ꎮ

十一、 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

县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９９ ４５％ꎮ

县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ꎬ

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ꎮ

全年未发生各类生产经营性事故ꎬ 全年发无

重大和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发生ꎮ

注:

１ 公报中各项数据为初步统计数ꎬ 正式数据以 «丹

巴县统计年鉴—２０２０ 年» 为准ꎮ

２ 公报中生产总值及产值指标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

算ꎮ 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ꎮ 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执行

国家统计局新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和 «三次产业划

分规定»ꎬ 即第一产业是指农、 林、 牧、 渔业 (不含农、

林、 牧、 渔服务业)ꎻ 第二产业是指工业 (不含开采辅助

活动ꎬ 金属制品、 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和建筑业ꎻ 第三

产业即服务业ꎬ 是指除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

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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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丹巴县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丹巴县脱贫攻坚指挥部

丹巴县位于四川省西部、 甘孜州东部ꎬ 享有

“美人谷” “千碉之国” “中国最美丽的乡村” 等

美誉ꎮ 全县面积 ５６４９ 平方千米ꎬ 辖 ３ 乡 ９ 镇

(２０１９ 年乡镇区划调整前为 １２ 乡 ３ 镇)ꎬ １３６ 个

行政村 (２０２０ 年行政村建制调整前为 １８１ 个村)

和 ４ 个社区ꎬ 总人口 ７ ０２ 万ꎬ 是藏汉羌等多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区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全县精准识

别贫困村 ５４ 个ꎬ 贫困人口 ２２４５ 户 ８５６４ 人ꎬ 贫困

发生率 １６ ８％ꎮ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ꎬ 丹巴县坚定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认真贯

彻党中央和省委、 州委部署要求ꎬ 树牢 “四个意

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ꎬ 坚

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 最大的民生

工程、 最大的发展机遇ꎬ 充分发挥党委和政府核

心领导作用ꎬ 坚持党、 政一把手负总责、 分管领

导具体负责ꎬ 党的各级组织抓落实的工作格局ꎬ

聚焦 “两不愁、 三保障” 和 “三有、 五有、 六

有” 等目标ꎬ 做到靶心不偏、 焦点不散、 标准不

变ꎬ 举全县之力、 聚全县之智ꎬ 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ꎬ 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下一户、 不落下一人ꎮ

２０１８ 年底ꎬ 实现全县贫困发生率从 ２０１４ 年识别

时的 １６ ８％降至 ０ ４８％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正式退出

贫困县序列ꎻ １０ 月ꎬ 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 完成全国脱贫攻坚普查ꎮ

７ 年来ꎬ 丹巴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坚决贯彻执

行 “责任” “政策” “工作” 三落实决策部署和

工作要求ꎬ 压实主力军、 专项军、 帮扶军 “三军

职责”ꎻ 落实党政主责、 部门主抓、 基层主推、

干部主帮 “四条措施”ꎻ 建立党政一把手挂帅出

征ꎬ 挂图作战 “五位一体” 指挥体系ꎻ 严格执行

“六个精准”ꎬ 对标脱贫标准ꎬ 倾力打赢 ５４ 个贫

困村ꎬ ２２４５ 户贫困户基础、 产业、 搬迁、 教育、

健康等攻坚战ꎬ 全力改善乡村发展条件ꎻ 成立

“七个” 专项督查组ꎬ 严肃攻坚纪律作风ꎻ 创新

“八个一” 入户帮扶工作法ꎬ 密切党群、 干群关

系ꎬ 夯实脱贫奔康群众基础ꎮ

一、 强化使命担当ꎬ 扣紧压实脱贫攻坚责任

一是落实党政主责ꎮ 建立县委书记、 县长负

总责的双组长指挥体系ꎬ 亲自安排、 部署、 落

实、 督促脱贫攻坚重点难点工作ꎮ 累计召开领导

小组会议 ５４ 次、 专题会议 １２７ 次ꎬ 县委常委会、

县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脱贫攻坚工作 １１４ 次ꎬ 出

台 «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 «“奋战 １２０ 天” 高质

量实现脱贫攻坚 “县摘帽” 目标实施方案» 等一

系列指导性文件ꎮ 二是突出部门主抓ꎮ 实行 ５０

个县级部门结对帮扶 ５４ 个贫困村ꎬ 明确分管负

责同志ꎬ 每周进乡入村开展结对帮扶工作ꎬ 切实

发挥 ２２ 个专项部门作用ꎬ 统筹整合涉农扶贫资

金 １０ ４２ 亿元ꎮ 三是强化基层主推ꎮ 实行 １５ 个

乡 (镇) 党政 “一把手” 包总、 副职包片、 干

部包村、 村干部包户工作机制ꎬ 统筹抓好贫困村

与非贫困村、 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相关工作ꎮ 四是

深化干部主帮ꎮ ３５ 名县级干部既当指挥员ꎬ 又当

战斗员ꎬ 统筹组织联系乡 (镇)、 村帮扶部门力

５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