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耳委发〔2023〕44 号 

 

中共重庆市渝北区木耳镇委员会 

重庆市渝北区木耳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渝北区木耳镇建立健全防范因灾 

返贫长效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相关单位： 

《渝北区木耳镇建立健全防范因灾返贫长效机制工作方案》

已经木耳镇党委、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

实。 

中共重庆市渝北区木耳镇委员会 

重庆市渝北区木耳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10 月 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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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木耳镇建立健全防范因灾返贫长效机制 
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止因灾返贫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按照市乡村振兴局等 9 部门《关于

建立健全防范因灾返贫长效机制的通知》、《重庆市健全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方案》和区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领导小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专班《渝北区建立健

全防范因灾返贫长效机制工作方案》（渝北巩固专〔2023〕3 号）

要求，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

区有关工作要求和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的决策部署，健全并实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推进

建立健全防范因灾返贫长效机制，加强部门联动，强化监测预警

和精准施策，全力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

帮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二、工作原则 

（一）部门联动，协同推进。全面落实中央统筹、市负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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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镇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部门、村沟通协作机制，畅通

信息共享渠道，共同研判预警，协同应急救灾，强化跟踪监测，

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形成工作合力。 

（二）突出重点，防患未然。聚焦多灾易灾地等重点区域，

关注脱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加强灾前风险隐

患排查和监测预警，及时制定防范预案，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

之时、成灾之前。 

（三）整合力量，精准施策。强化资源统筹和政策支持，全

力做好灾情应对和灾后帮扶，做到应急救灾精准，加强灾后跟踪

监测和后续扶持，确保因灾导致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得到及

时有效解决，及时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切实防止因灾返贫。 

三、落实灾前监测预警机制 

（一）落实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对暴雨、强对流、

高温、低温雨雪冰冻等气象灾害带来的风险监测，将农村气象防

灾减灾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要内容，

健全镇、村、社三级气象灾害预警联动机制，增强农村居民尤其

重点人群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和时效性。 

（二）落实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防

止因地质灾害返贫。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人员转移避险、临

时安置应急演练，提高地质灾害预防和临灾避险能力。 

（三）落实水旱灾害监测预警机制。加强雨情、水情、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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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情、工情、土壤墒情等监测，特别是中小河流雨情、水情、汛

情监测，推进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雨情、水情监测全覆盖，滚

动开展旱情监测分析。积极开展辖区内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风险

监测，建立高效精准的预警机制，通过微信、短信等发布渠道和

监测网格员，及时发布洪水、干旱预警信息，危险区、隐患点务

必全覆盖。 

（四）强化风险隐患防范应对。切实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和防

返贫工作的统筹协调，充分用好线下网格化、线上网络化双向协

同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结合气象、地质、水旱等灾害风险排查

和汛前洪灾隐患排查工作，全面排查因灾返贫风险隐患，减少对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负面影响。对重点对象和区域，要加强灾

害风险隐患监测，提前采取防范应对措施，及时化解风险隐患。 

四、强化受灾救助帮扶 

（一）精准高效开展救灾救助。做好因灾防返贫帮扶各项工

作，重点关注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脱贫人口、防止返

贫监测对象、残疾人家庭、低收入家庭等受灾特殊困难群体，细

化落实救助帮扶措施，及时给予必要的基本生活救助物资，切实

保障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二）加强受灾群众倒损民房恢复重建。及时将符合条件的

因灾倒损房屋按轻重缓急的原则，分别纳入灾后恢复重建或农村

危房改造等项目，帮助受灾群众尽快完成重建。按规定加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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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统筹，将危房改造重建与其他政策项目有效衔接整合，确保

受灾脱贫户和受灾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住房安全有保障。 

（三）切实保障受灾地区饮水安全。对因灾影响正常供水的

村，及时通过新开辟水源、应急调水、管网延伸覆盖、拉水送水、

设立集中供水点等方式，保障基本饮用水供应。集中力量开展灾

损工程维修抢修，加快工程修复进度，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做好

饮用水净化消毒，加强水质检测监测，保障水质安全。 

（四）及时落实因灾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将有因灾返贫风险

的农户全部识别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确保应纳尽纳。先救助帮

扶、后履行识别程序，识别认定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15 天。持续做

好受灾监测对象救助帮扶，坚持精准施策，对有劳动能力的监测

户，优先落实产业就业等开发式帮扶，促进稳定增收；对于无劳

动能力的，加强与低保等社会保障体系衔接，确保应保尽保。对

灾后恢复生产有资金需求、符合贷款条件的脱贫户和监测对象，

优先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或办理追加贷款。对因灾还款困难的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按规定及时办理展期、续贷。加强灾后跟踪监

测和后续扶持，确保因灾导致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得到解决，

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各村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

底线思维，层层压实主体责任，把防范因灾返贫作为守住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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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性返贫底线的重要举措。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驻村工

作组等作用，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二）加强资金保障。积极争取资金，充分发挥好项目资金

使用效益，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根据实际，统筹安排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在规定的资金支出范围内，支持

实施防止因灾返贫急需的产业就业帮扶、必要的农村小型公益性

基础设施修复等项目，加快项目实施，确保尽快落地见效。 

（三）加强宣传引导。加强气象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提升农村居

民气象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以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科普日等

为契机，深入组织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发动网格力量开

展多种形式消防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提升安全意识，及时消除身

边火灾隐患。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防

灾减灾救灾工作。充分发挥保险等市场机制在灾害风险转移分担

中的作用，有效帮助受灾户减轻灾害损失。 

 
 
 
 
 
 
 
 
 
 
 
 
 
 
 
 
 
 
 
 
 
 
 

重庆市渝北区木耳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 10月 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