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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各级财政累计投入 21.64 亿元，完成农村

道路畅通工程1420.425公里；完成省下达贫困
地区危房改造任务 10800 户；建设水厂 56 处，
解决32.069万农村人口饮水问题；健康脱贫兜
底“351”及建档立卡贫困患者慢性病费用补充
医疗保障“180”工程实现应保尽保；为贫困地区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293307名学生提供营养餐；
保障农村五保供养对象33727名；保障3569名孤
儿基本生活权益；为7528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患者
提供药费补助；为 471 名已安装辅助器具的听
障、脑瘫、智障、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为75
名肢体残疾儿童装配假肢矫形器、66名儿童适
配辅具。对城乡低保范围内符合政策规定的
60937名残疾人给予生活补贴。

服务“三农”建设美好乡村
各级财政累计投入7.52亿元，开展48个乡

镇政府驻地建成区整治建设、33个省级中心村
建设；完成小型水利工程改造提升工程小泵站
2191千瓦、小水闸94座、中小灌区5处3万亩，
塘坝1021口，河沟382条，机电井7339眼，末级
渠系19万亩。

专业培训 提高就业能力
各级财政累计投入5022万元，免费培训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劳动者2500人；培训企业新录用人
员11000人，培训合格率达到95%以上。全年新增
2600名初高中毕业生及各类劳动者接受技工院校
系统培养；培训退役士兵1290人、新型农民3410
人；购买2200个公益性岗位；开发1600个高校毕
业生就业见习岗位。

应助尽助 缓解看病难
各级财政累计投入51.82亿元，按规定提高

筹资标准，新农合参合率稳定在96%以上；政策
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达77%左右；完善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政策，基本医疗保
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补偿比例达75%以
上。资助困难群众参合参保人数220844人、直
接救助98258人次，在此基础上，实现应助尽助。

健全体系 促进教育公平
各级财政累计投入 9.08 亿元，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定额，免除城乡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并补助学校公用经费学
生数 610623 人，向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提
供国家课程教科书学生数 610623 人，补助义
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学生
数 27743 人，维修改造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校舍面积 50 万余平方米。健全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发放本专科生国家奖助
学金 1228 人、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 3591 人、
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26380人、普通高中国家
助学金20142人、普通高中免学杂费3355人。

强化基础设施 优化公共服务
各级财政累计投入16.58亿元，完成7个中

小河流治理项目，新开工建设 4 个中小河流治
理项目；实施2座小型病险水库加固项目；秸秆
还田 700 万亩，还田示范片建设 10 处，商品化
饲料试点建设 2 处，大中型秸秆沼气集中供气
工程 1 处，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生产点 25 个，生
物质户用气化炉2500台，新增秸秆发电规模6
万千瓦。建立健全农产品安全快速检测体系，
安排新建乡镇农产品安全快检系统 130 套；选

择32家乡镇食品药品监管所建设食品检验室，

提高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加强集中和

非集中成片棚户区、城中村、城市危房及重点镇

棚户区改造，新开工40967套，基本建成13000

套。整治改造涉及项目小区 6 个，居民住户

1112户。

禅堂乡赵汪村绿地公园全景

演员们演出泗州戏《墙头记》

宿州:凝聚发展动力 提升群众获得感

层层抓落实
确保民生工程优质高效

33 项民生工程任务重、时间要求紧、考核压力大。为确
保完成省政府下达目标任务，在宿州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
下，建立完善市财政部门牵头抓总，市直各部门合力推进,各
县区园区负责实施，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完善组织领导机制
各级党委政府把实施民生工程作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

重要抓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为民生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强
的组织保障。每年市政府重新调整全市实施民生工程协调工
作小组，市长担任协调小组组长，20 多个市直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作为协调小组成员参与。对当年实施的民生工程项目、
资金、任务要求等主要工作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确
定，并以市政府文件下发各县区市直各部门执行。签订年度
民生工程目标责任书，层层分解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

建立资金筹措机制
根据省民生工程资金筹措办法，宿州市每年年初制定下

发年度民生工程资金筹措方案，指导各县区财政局做好民生
工程县级配套资金测算工作。近 2 年来，在财力十分困难的
情况下，坚持民生优先的财政理念，严格压缩“三公经费”支
出，新增财力、盘活存量资金优先用于民生工程支出，确保地
方配套资金足额安排到位。

提升民生工程实施质量
为充分调动各级各部门积极性和主动性，市民生工程协

调小组强化对民生工程的日常考核，将日常考核成绩量化计
分，纳入年终总成绩。坚持将民生工程纳入月度重点工作调
度内容，实行“月通报点评”调度。市直各主管部门按月对县
区工程进度进行考核排名，层层传导压力，让后进者看到差
距、追有标杆，让先进者看到追兵、不敢懈怠，全市初步形成
你追我赶的局面。

为确保民生工程实施过程规范化操作，全市上下进一步
强化民生工程监督检查。此外，全市全面建立民生工程特邀
监督员制度、建立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生工程特邀监督
员制度，定期汇报民生工程进展情况，上门征求民生工程意
见建议，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建立完善绩效评价机制
为提高民生工程的群众知晓率，市及各县区不断加大了对

民生工程的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强化舆论宣传。此外，
2016年年底、2017年上半年，市直各部门在各县区自查的基础
上开展绩效评价，形成绩效评价报告，并纳入年终考核成绩。
针对评价中发现的工程实施程序不规范、资金管理不到位、基
础工作不扎实，档案资料收集整理管理不完整等问题，市民生
办梳理后已分别发送到相关部门、县区进行了整改。

与此同时，该市积极探索民生工程建后管养模式，建立以政
府财政资金投入为引导，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管养资金多元投入
渠道。如泗县、灵璧县实行跨乡村并网供水，有效解决了供水淡旺
季设备利用率问题，形成了规模化发展、统一化管理、企业化经营、
专业化服务的建管双赢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工程效益。

2017年以来，宿州市委市政府坚持科学发展、建设美好宿州，围绕“扶贫工作、三农工
作、就业创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以及其他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6 个方面，实施 33
项民生工程，各级财政投入107亿元，民生工程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

实施33项民生工程 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朝阳镇朝家村“亭台小桥流水”

2017年，宿州市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安徽重要讲话为指导，
各级各部门把实施民生工程与脱贫攻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按照“守住底线、
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不
断完善工作机制，探索创新工作方式，加强
监督检查，扎实推进工程进度。交通差、环
境乱、看病贵、上学难等社会普遍关注的热
点难点焦点问题逐步得到缓解，一大批农村
生产生活最急需，群众要求最迫切、反映最
强烈的道路硬化、村容美化亮化、文化基础
设施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困难弱势群体的
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640万城乡居民有
了更多的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