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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扶领字〔2020〕7 号

兴隆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稳脱贫

防致贫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稳脱贫防致贫若干政策措施》

已经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措施。

附件：《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稳脱贫防致贫若干政策措施》

兴隆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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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稳脱贫防致贫若干

政策措施

一、支持扶贫产业复工复产

（一）鼓励支持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发展种植

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手工业、乡村旅游业、电子商务和

物流配送等。

1、疫情期间非高标准脱贫户和未脱贫户，积极恢复生产、

开展生产自救，可继续给予产业到户资金支持，每户支持额度累

计不超 1.2万元。具体补助按县农业农村局《兴隆县产业到户项

目实施方案》验收后，给予支持。

2、对于产业到户资金入股到期或即将到期的，鼓励支持入

股贫困户自行或与龙头企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及其它有志于

共同发展扶贫产业的市场主体合作发展扶贫产业。按照《兴隆县

产业到户项目实施方案》，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验收后，及时将

入股的产业扶持资金返还用于支持发展扶贫产业。

3、贫困户因疫情影响导致不能按时偿还扶贫小额信贷的，

给予贷款展期，延期最长不超过 6个月，期间继续执行原合同条

款，各项政策保持不变；对贫困群众的生产资金需求，符合申贷、

续贷、追加贷款等条件的，及时予以支持，保持扶贫小额信贷政

策的稳定性，不抬高门槛，不缩短贷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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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贫困户发展扶贫产业需要资金周转的，按照《兴隆县

扶贫担保基金直接投放支持股份合作制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周转使用的实施办法》（兴扶领发〔2019〕7 号），可以给予 20

万元以内，半年期扶贫周转金支持。

（二）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积极带动贫困

户发展的扶贫车间、扶贫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等带贫主体给予资金

和政策支持。

1、对扶贫车间、扶贫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等带贫主体依据吸

纳贫困劳动力规模和带贫效益情况,给予一次性生产补贴,重点用

于购置防控物资、组织贫困群众务工和扩大生产。

（1）对通过吸纳入股方式带动贫困户，且按时给予分红、

正常生产的带贫主体，吸纳 1000户以上（含 1000户）的，给予

不超过 30万元的一次性生产补贴；吸纳 500户以上（含 500户）

的，给予不超过 20万元的一次性生产补贴；吸纳 100户以上（含

100户）不足 500户的，给予不超过 5万元的一次性生产补贴；

（2）对吸纳贫困劳动力 10 名以上（含 10人）稳定就业 3

个月以上的带贫主体，给予不超过 3万元的一次性生产补贴（与

上述一次性生产补贴不重复）；

（3）带贫主体按每吸纳 1名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3个月以

上、且按时发放工资的，按每名贫困劳动力 500元的额度给予带

贫主体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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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带贫主体新增贷款和展期贷款,按有关规定给予贴息

支持；

（5）带贫主体因经营需要资金周转的，按照《兴隆县扶贫

担保基金直接投放支持股份合作制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周转

使用的实施办法》（兴扶领发〔2019〕7 号），可以给予 6个月

的扶贫周转金支持。股份合作制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车

间等带贫主体不超过 50万元；符合条件、且规模较大的农业产

业化企业一般不超过 200万元；带动贫困户较多、发展前景较好、

有助于县域内乡村旅游、林果等扶贫主导产业发展的合作社或扶

贫龙头企业，周转金支持额度及使用期限由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

作领导小组（县政府）审批。

（6）对在疫情防控中做出突出贡献、社会效益好的涉农企

业和其他涉农组织,优先支持其参与符合条件的脱贫攻坚项目,降

低资金使用门槛,其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捐赠等投入视作减贫带贫

效益。

二、加大就业扶贫扶持力度

（1）支持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免费参加实用技术培训和科技

扶贫培训，促进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

（2）推广以工代赈方式,今年所有扶贫项目都要尽可能安排

贫困劳动力和困难边缘人口参与工程建设；

（3）对疫情期间在当地扶贫车间、企业稳定就业的贫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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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按照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疫情期间工作月数,给予每人每月

200元的稳岗补贴；对疫情防控期间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有务

工单位出具务工证明的，按有关政策规定给予一次单程交通和生

活费补助，交通补助以家中出发至务工地实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票据据实补助，省内最高不超过 300元，省外最高不超过 500元。

生活补助按从家中出发至务工地实际所需天数，每天补助 100

元；

（4）设立扶贫公益岗，积极开发乡镇村环卫保洁、防疫消

杀、排查、巡查、卡点值守、测温员等临时岗位,选聘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上岗（每人每天补助按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议定执行），疫情结束自动终止；

（5）落实好现行公益性岗位政策。

三、全力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生活。

（1）对罹患新冠肺炎、集中或居家隔离、无法外出务工、

无法开展基本生产、收入受到重大影响等生活陷入困境的建档立

卡贫困群众和因疫致贫返贫农民群众,按现有防贫保险、临时性

救助、扶贫公益岗等支持政策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避免简单发

钱发物,确保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2）各乡镇可结合村级资产收益分配等情况，安排部分收

益用于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疫情期间防疫消毒物资和防护用品,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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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做好自身防护工作。

五、推动扶贫项目开工复工

（1）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扶贫项目设计、评

审、招投标等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加快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

施计划和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方案的批复。

（2）在符合疫情防控条件下,支持和组织推动具备开工条件

的扶贫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暂时达不到开工复工条件的

项目,要提前备工备料,为开工复工创造条件。

（3）疫情防控期间,保证资金正常拨付,工程项目动工即可拨

付项目资金的30%-50%,并按工程进度及时拨付资金,严禁变相滞

留、截留资金。

（4）建立疫情期间开工复工扶贫项目清单管理制度,加强调

度,确保安全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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