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京援合办发 〔2020〕24号

北京市扶贫支援办

关于开展扶贫支援“百日攻坚行动”的通知

市扶贫支援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前方指挥部、各挂职干部团队:

为深入贯彻中央、市委市政府近期关于脱贫攻坚系列部署,落

实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河北、内蒙古调研对接座谈会精神和9月

16日崔述强常务副市长主持召开的扶贫支援调度会要求,确保高

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助力受援地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现就开展

扶贫支援“百日攻坚行动”通知如下。

一、持续提高政治站位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打赢

脱贫攻坚战是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各成员单位、各前方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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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挂职干部团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

理解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大历史意义,牢记“看北京首先从政治

上看”的要求,在脱贫攻坚的冲刺阶段开展扶贫支援“百日攻坚行

动”,坚决完成中央交给的扶贫支援任务,兑现首都的庄严承诺,确

保质量成效经得起检验,立标杆、作表率,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二、统筹抓好重点工作

(一)狠抓稳岗就业。稳岗就业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国

家考核的重点工作。要按照“一个超过、两个不少于”的要求,加大

在京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帮扶力度,加大受援地贫困劳

动力就地就近就业、转移到北京和其他地区就业帮扶力度,确保贫

困劳动力稳岗就业,确保今年各项就业指标完成量不低于2019年

实际完成量。各区要认真落实《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人力社保

扶贫协作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重点地区返岗复工劳务协作保障

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京冀劳务协作促进贫困劳动力稳就

业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京蒙劳务协作促进贫困劳动力稳

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通过增加投入、组建专班、线上线下招聘、

点对点接送、发放稳岗就业补贴、提供法律服务、节假日慰问、送温

暖献爱心、短期培训、设置公益岗位等措施,结合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在京就业情况做好稳岗服务(详见附件1),千方百计把贫困

劳动力稳在岗位、稳在企业、稳在本地。要完善工作台账,做好基

础工作,按要求上报各项国家考核指标完成进度情况。市国资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商务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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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委和有关单位要组织行业企业对在京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进行

梳理,开展针对性稳岗服务,应稳尽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

发挥牵头作用,会同市扶贫支援办做好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和数据

服务,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受援地沟通,及时

掌握河北、内蒙古以及其他中西部地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京就

业情况,动态分解分发各类在京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数据,督促指

导各区、各部门、各用工单位做好稳岗就业工作。

(二)做实做大消费扶贫。各区各部门要结合“北京消费季”,

落实国务院扶贫办等11部委《2020年全国消费扶贫月活动方案》

和北京市实施方案,加快推进消费扶贫专柜、专馆、专区建设,扩大

消费扶贫渠道和规模,力争全年消费扶贫销售额达到200亿元。

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市管国企等要继续带头采购

扶贫产品,在完成预留30%份额采购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采

购量。各区各部门积极组织全市商贸流通企业、餐饮企业,积极引

导全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

贫产品。市商务局、市粮食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国资委等部门要

结合城市保障供应,推动全市农业龙头企业、批发市场、电商企业、

大型超市在受援地区建立直供基地,加大直采力度。市教委、市卫

生健康委要组织学校、医院食堂、工会等采购扶贫产品。市委网信

办、各区、前方指挥部和挂职干部团队要积极组织电商平台、社交

媒体、视频直播等开展线上销售。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要组织

各种新媒体平台和传统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公益广告等方式,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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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优惠宣传推介扶贫产品品牌。前方指挥部和挂职干部团队要主

动对接、做好服务、强化保障,会同市场监管、商务、农业农村等部

门对进京销售的扶贫产品进行监控,并推动建立质量溯源制度、检

测结果互认、信息共享制度,确保进京销售扶贫产品质量和持续供

应。

(三)持续抓好挂牌督战。新疆和田指挥部、朝阳区、平谷区、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国资委、市工商联、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

市民政局及其他市相关部门要认真按照《关于开展挂牌督战助力

和田地区(墨玉县、洛浦县)如期脱贫摘帽的工作方案》及全市扶贫

支援工作部署,严格按照任务分工,主动作为,落实助力墨玉县、洛

浦县挂牌督战各项工作要求。新疆和田指挥部、朝阳区、平谷区和

各社会力量助力挂牌督战牵头单位要强化统筹,做好协调督促、服

务保障。各牵头单位要加强与前方指挥部及墨玉县、洛浦县挂职

干部团队衔接沟通,适时组织社会力量完成实地调研对接工作,指

导社会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与结对贫困村联系沟通,推动帮扶

项目实施,落实帮扶举措,按时报送帮扶进展情况。要结合国务院

扶贫办通报情况及工作安排,对标对表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

要求,做好迎接实地督导检查准备工作,推进帮扶工作早见成效。

(四)持续巩固脱贫成果。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脱贫攻坚过渡期

内“四不摘”要求,坚持脱贫攻坚主责主业,保证现有结对关系不

变,投入力度不减,工作标准不降。各区各部门要加大产业扶贫力

度,支持更多企业到受援地投资扶贫。市国资委要抓紧落实《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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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北京市扶贫协作地区开展毕业生就业帮扶的工作方案》,做好

贫困大学生在京就业保障工作。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要紧盯贫

困人口因学因病致贫返贫情况,精准施策,组织优秀医护人员、教

师开展“草原行”等活动,加大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帮扶力度。各区

要通过在线或就地完成致富带头人培训计划,注重培训后创业成

功率和带贫成效。各前方指挥部、挂职干部团队要会同受援地加

强贫困人口监测,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在前面,坚决防止因疫返贫致

贫。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支持迁入地配套产业园区、

扶贫车间建设。按照中央“四个不摘”和设立脱贫攻坚“过渡期”的

要求,各区各部门、各前方指挥部、挂职干部团队要全面总结“十三

五”扶贫支援工作,赴受援地县、乡、村一线实地调研对接,认真编

制“十四五”规划,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各项工作的研究,

探索助力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为巩固脱贫成果打好基础。

(五)查漏补缺补齐短板。各成员单位要对标对表扶贫支援任

务清单,查漏补缺,落实责任,确保取得实效。市委组织部要进一

步指导各区、各相关部门,根据贫困旗县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加大优秀教师、医生等短期人才的选派力度,加快完成年初签订协

议任务。各区、各前方指挥部和挂职干部团队要结合普查工作,举

一反三,持续抓好国家考核发现问题、巡视巡查和审计提出问题的

整改,紧盯结对贫困县脱贫攻坚存在的重点问题和短板,尽快配合

补齐短板,抓紧完成剩余脱贫任务。各前方指挥部和挂职干部团

队要沉到基层,聚焦重点任务,加强监督检查,推动整改落实,确保

—5—



工作成效经得起历史检验。各区各部门要加大动员社会力量捐助

力度,捐款捐物总数力争不少于2019年;同时对标国家考核指标,

全面梳理各类数据,为迎接国家考核做准备。要加大宣传力度,全

面总结提炼北京扶贫支援典型经验、样本案例和常态化疫情防控

下的工作创新实践,为国家脱贫攻坚提供北京经验。

按照市领导要求,今后每月继续召开扶贫支援工作调度会,请

各区、各部门、各前方指挥部和挂职干部团队及时报送进展情况,

真实、准确、全面按时填报扶贫支援动员交流平台数据,并于每月

10日前通过平台填报《北京市扶贫支援重点数据报告表》(附件

2),纸质版盖章报市扶贫支援办综合处。

附件:1.在京就业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分布情况表

2.北京市扶贫支援重点数据报告表

北京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9月27日

(联系人:何晓刚,5557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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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在京就业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分布情况表

表1　中西部地区在京就业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分布情况

序号 各区 人数

1 朝阳 81379
2 东城 66185
3 海淀 33927
4 丰台 29691
5 西城 25230
6 昌平 16411
7 大兴 16385
8 通州 14255
9 顺义 12439
10 房山 7656
11 石景山 7070
12 怀柔 5979
13 密云 3888
14 平谷 2325
15 门头沟 2106
16 延庆 1805

备注:截至7月1日,25个中西部省份在京就业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32.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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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内蒙古、河北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京就业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对口帮扶地区

省/
区 市/盟 县/旗/区

人社
局社
保信
息　

序
号

对口帮扶地区

省/
区 市/盟 县/旗/区

人社
局社
保信
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呼和浩特市

赤峰市

乌兰察布市

通辽市

呼伦贝尔市

锡林郭勒盟

兴安盟

武川县
喀喇沁旗
敖汉旗
林西县
宁城县

翁牛特旗
巴林左旗

阿鲁科尔沁旗
巴林右旗
化德县
卓资县

察右后旗
察右中旗
察右前旗
商都县

四子王旗
兴和县
奈曼旗

科左中旗
科左后旗
库伦旗

鄂伦春旗
莫力达瓦旗
正镶白旗

苏尼特右旗
太仆寺旗
阿尔山市
科右前旗
扎赉特旗
突泉县

科右中旗

12
131
147
19
316
78
69
24
23
58
24
14
31
44
95
18
73
267
113
81
74

21
11
145
1
15
12
11
1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河
北
省

张家口市

承德市

保定市

崇礼区
张北县
康保县
阳原县
赤城县
涿鹿县
沽源县
万全区
尚义县
怀安县
蔚县

怀来县
宣化区
丰宁县
滦平县
阜平县
唐县
易县

涞源县
顺平县
涞水县
曲阳县
望都县

241
836
376
729
2148
92

1104
558
719
386
2111
17
51

2677
2230
1410
282
138
588
227
206
262
246

总　计 1940 1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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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北京市扶贫支援重点数据报告表

表1　16区开展扶贫支援工作主要指标进展表

序号 大类 指标 单位 合计
内
蒙
古

河
北

西
藏

青
海

新
疆

其
他

1

2

3

组织领导

区级领导调研对接
人次

人　
　次

乡镇街道调研对接
人次

人　
　次

受援地厅局级领导
来京调研对接人次

人　
　次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资金项目

市级资金 亿元
市级项目数 个
市级项目开工率 %
市级项目完工数 个
区级资金 亿元
区级项目数 个
区级项目开工率 %
区级项目完工数 个
乡镇级资金 亿元
乡镇级项目数 个
乡镇级项目开工率 %
乡镇级项目完工数 个

16
17

18

19

20

21

人才交流
(智力支援)

选派党政干部人数 人
选派专业人才人数 人

举办培训班(党政
干部) 期

培训党政干部人数 人

举办培训班(专业
技术人才) 期

培训专业技术人才
人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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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大类 指标 单位 合计
内
蒙
古

河
北

西
藏

青
海

新
疆

其
他

22
23
24
25

26

27

产业就业

引导扶贫企业数 个
引导企业实际投资额 亿元
援建扶贫车间建设数 个
扶贫车间吸纳就业数 人

帮助受援地劳动力
实现就业数 人

其中:贫困人口实
现就业数 人

28

29

30

社会帮扶

社会帮扶 亿元

其中:动员社会各
界捐款 亿元

　捐物折款 亿元

31

32
消费扶贫

消费扶贫金额 亿元

消费扶贫带动贫困
人口数 人

33

34

35

36

劳务协作

帮扶贫困人口来京
就业数 人

帮助贫困人口省内
就近就业数 人

帮助贫困人口到其
他地区就业数 人

帮助贫困残疾人就
业数 人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携手奔小康

帮助贫困人口省内
就近就业数 人

帮助贫困人口到其
他地区就业数 人

帮助贫困残疾人就
业数 人

帮扶中西部贫困村数 个

参与结对的东部企
业数 个

帮扶中西部贫困村数 个

参与结对的东部学
校数 个

帮扶中西部学校数 个

参与结对的东部医
院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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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大类 指标 单位 合计
内
蒙
古

河
北

西
藏

青
海

新
疆

其
他

46

47

48

49
50
51

帮扶中西部医院数 个

参与结对的东部社
会组织数 个

帮扶中西部贫困村数 个

培训贫困村创业致
富带头人 人

创业成功数 人
带动贫困人口数 人

填报单位: 报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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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委办局开展扶贫支援工作主要指标进展表

序号 大类 指标 单位 合计
内
蒙
古

河
北

西
藏

青
海

新
疆

其
他

1 组织领导 厅局级领导调研对
接人次

人　
　次

2

3

4

5

智力支援

举办培训班(党政
干部) 期

培训党政干部人数 人

举办培训班(专业
技术人才) 期

培训专业技术人才
人数 人

6
7
8
9

10

11

产业就业

引导扶贫企业数 个
引导企业实际投资额 亿元
援建扶贫车间数 个
扶贫车间吸纳就业数 人

帮助受援地劳动力
实现就业数 人

其中:贫困人口实
现就业数 人

12

13

14

社会帮扶

社会帮扶 亿元

其中:动员社会各
界捐款 亿元

　捐物折款 亿元

15

16

17

18

劳务协作

帮扶贫困人口来京
就业数 人

帮助贫困人口省内
就近就业数 人

帮助贫困人口到其
他地区就业数 人

帮助贫困残疾人就
业数 人

19

20
消费扶贫

消费扶贫金额 亿元

消费扶贫带动贫困
人口数 人

填报单位: 报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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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前方指挥部开展对口支援(藏、疆、青)工作主要指标进展表

序号 大类 指标 单位 合计 备注

1

2

3

组织领导

省级赴受援地调研人次 人　
次

地厅级赴受援地调研人次 人　
次

受援地厅局级领导来京调研对接
人次

人　
次

4
5
6
7
8
9
10
11
12

资金项目

市级资金 亿元
市级项目数 个
市级开工率 %
市级已完工项目数 个
市级项目投资完成率 %
区级资金 亿元
区级项目数 个
区级开工率 %
区级已完工项目数 个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智力支援

选派党政干部人数 人
选派教师人数 人
选派医生人数 人
选派其他专业技术人才人数 人
举办培训班(党政干部) 期
培训党政干部人数 人
举办培训班(专业技术人才) 期
培训专业技术人才人数 人

21
22
23
24
25
26

产业就业

引导企业数 个
引导企业实际投资额 亿元
援建扶贫车间数 个
扶贫车间吸纳就业数 人
帮助受援地劳动力实现就业数 人
其中:贫困人口实现就业数 人

27
28
29

社会帮扶
社会帮扶 亿元
其中:动员社会各界捐款 亿元

　捐物折款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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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大类 指标 单位 合计 备注

30

31

交往交流
交融

到受援地区开展交往交流交融活
动人次

人　
次

受援地区来京开展交往交流交融
活动人次

人　
次

32
33

消费扶贫
消费扶贫金额 亿元
消费扶贫带贫益贫人口数 人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携手奔小康
情况

1.已完成到受援地区调研对接任
务的结对区数 个

2.受援地负责同志到结对区调研
对接人次

人　
次

3.参与结对的东部经济强镇数 个
帮扶受援地贫困乡镇数 个

4.参与结对的东部强村(社区)数 个
帮扶受援地贫困村数 个

5.参与结对的东部企业数 个
帮扶受援地贫困村数 个

6.参与结对的东部社会组织数 个
帮扶受援地贫困村数 个

7.参与结对的东部学校数 个
帮扶受援地学校数 个

8.参与结对的东部医院数 个
帮扶受援地医院数 个

9.向携手奔小康结对县投入财政
援助资金数 亿元

向携手奔小康结对县投入社会帮
扶资金数 亿元

引导企业向携手奔小康结对县实
际投资 亿元

10.培训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人
创业成功数 人
带动贫困人口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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