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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

兴巩字〔2023〕6号

关于优化调整 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到户奖补政策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城市社区党工委、管委会，县委各部门，

县直、驻县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为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继续保持工作力度和政策强度，不断促进我县脱贫人

口及监测对象稳定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政策保持总体稳

定的基础上，现对 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到户奖补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具体如下：



— 2 —

一、调整事项

（一）产业帮扶

1.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产业直补

脱贫户及监测对象每户每年累计产业直补延续 2022年 3000

元封顶政策，蔬菜和脐橙产业延续 2022年各单列 1万元/户封顶

政策。

（1）油茶：油茶低改 5 亩（含）以上，经验收合格后一次

性奖补 3000元调整为一次性奖补 500元/亩。油茶新植延续 2022

年政策，即油茶新植 3亩（含）以上，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奖补

3000元。

（2）生猪：延续 2022年政策，即饲养成年体重 20公斤（含）

以上的生猪，年出栏 3头（含）以上的，每头奖补 300元。

（3）茶叶：延续 2022年政策，即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

提下，高标准新植 3亩（含）以上茶叶的，一次性奖补基础设施

建设费、农资种苗费共 3000元。

（4）烟叶：延续 2022年政策，即种植烟叶面积 1亩（含）

以上奖补 200元/亩。

（5）蜜蜂：延续 2022年政策，即养殖蜜蜂 10箱（含）以

上且满 1年（含）以上的，奖补 150元/箱。

（6）鸡、鸭、灰鹅：延续 2022年政策，即饲养鸡、鸭、灰

鹅等禽类年出笼 30羽（含）以上，鸡、鸭每羽奖补 10元；灰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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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羽奖补 30元。

（7）肉牛：延续 2022年政策，即养殖能繁母牛并繁殖 1头

牛犊的给予 1000元奖补；养殖肉牛 1头，且饲养 10个月（含）

以上，肉牛销售后给予每头 1000元奖补。每户奖补上限 2头。

（8）红薯：延续 2022年政策，即种植红薯 1亩（含）以上

的，经验收合格后奖补 200元/亩。

（9）席草：延续 2022年政策，即种植 1亩（含）以上的，

奖补 400元/亩。

（10）中药材：延续 2022年政策，新增艾草种植，即新植

中药材（含艾草）1亩（含）以上的，奖补 400元/亩。

（11）白莲：延续 2022年政策，即种植白莲 0.5亩（含）

以上的，奖补 500元/亩。

（12）肉兔：延续 2022年政策，即饲养肉兔年出笼 30只（含）

以上的，每只奖补 30元。

（13）水产类：延续 2022年政策，即养殖水面规模 0.5亩

（含）以上，且养殖时间超过 6个月（含）以上，每亩奖补 1000

元。

执行单列各 1万元/户封顶政策：蔬菜、脐橙

蔬菜：延续 2022年政策，即露地种植蔬菜 1 亩（含）以上

的，奖补基础设施建设费、农资种子费共 500元/亩；建大棚种

植蔬菜 0.6亩（含）以上的，奖补农资种子费 500元/亩；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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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基地或大户的大棚种植蔬菜面积达 0.6亩（含）以上的，奖

补 3000元/亩每年。

脐橙：延续 20222年政策，即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

在自有土地或流转土地上集中连片新开发 5亩（含）以上脐橙基

地，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奖补 1万元。

2.产业基地和合作社

新增奖补对象中药材（含艾草），即奖补对象仅限“135”

现代农业产业（蔬菜、脐橙、油茶、生猪、灰鹅、茶叶、烟叶、

蜂蜜、富硒稻米）调整为奖补对象为“135”现代农业产业（蔬

菜、脐橙、油茶、生猪、灰鹅、茶叶、烟叶、蜂蜜、富硒稻米）

及中药材（含艾草）的产业基地和合作社。延续 2022年奖补政

策，即联结带动 10 户（含）以上脱贫户或监测对象稳增收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每年奖补 4万元，每增加带动 1户脱贫户或监测对

象增加奖补 1000元，产业基地和合作社两者不得重复申报且不

与产业项目重叠。

（二）农村危房改造

1.政策范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范围为全县农村地区，兴国

县城规划建成区范围内不予安排实施。

2.实施对象范围。明确要求补助对象应是符合一户一宅且唯

一住房的农户或无房户。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对象由农村低收入群

体（“六类人员”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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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

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农村低保边缘家庭、未

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

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调整为农村低收入群体（“六类人员”包

括民政部门负责认定的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对象、农

村低保边缘家庭；乡村振兴部门负责认定的农村脱贫户和监测对

象、符合条件的其他脱贫户，并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认定因病因灾

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

严重困难家庭；由残联商乡村振兴或民政部门联合认定低收入群

体残疾人家庭身份识别，且属于以上六类对象认定范围），普通

农户不在此范围内。

3.改造标准。房屋维修加固的要在房屋主要危险构件全部甄

别鉴定完成的前提下，逐项除险加固、消除安全隐患，达到 15

年以上安全使用期限。新建房屋要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做

好居住功能、建筑风貌、室内外环境等设计和施工，达到 30 年

以上安全使用期限。房屋新（改）建的建房面积要严格执行《关

于严控农村危房改造新建房屋面积的通知》（赣农房办字〔2019〕

5 号）要求，建筑层数控制在一层，建筑面积最大不得超过 110

㎡；原址重建中原宅基地面积较小或不足 60 ㎡的，可建两层，

但建筑面积最大不得超过 110 ㎡。

4.补助标准。根据不同对象类型、不同改造方式等情况，新



— 6 —

（改）建房屋的，农村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农村分散供养特困对

象，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

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

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补助不低

于 2.2万元；农村低保户、低保边缘家庭每户补助不低于 2万元。

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具有残疾人身份的残疾人家庭，每

户在上述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按不低于 2000元标准增加安排补助

资金。维修加固房屋的，每户补助不低于 5000元。

5.认定条件、申报流程、验收要求、奖补标准、资金拨付等

要求根据省级政策确定，在新政策未出台之前，按现有政策《兴

国县 2022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执行。

（三）健康帮扶

1.医保分类资助参保政策及实施对象、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门诊慢性病种类：共 30种、异地就医、先诊疗后付费、

大病专项救治、家庭医生签约履约服务，延续 2022年政策；

2.医疗救助

（1）明确特困人员和孤儿在市域内享受普通门诊 100%救助

待遇；

（2）住院救助：对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低

保边缘家庭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年度累计超过 2600元以

上部分，按 60%予以救助调整为按 65%予以救助；对因病支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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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家庭患者，年度累计超过 6500元以上部分，按 50%予以救助

调整为按 60%予以救助；

（3）倾斜救助：明确享受倾斜救助待遇的救助对象就医须

在江西省区域内就医且规范转诊；

3.取消了“三免四减半”政策。

（四）就业帮扶

1.企业（实体）吸纳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劳动力就业岗位补贴、

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劳动力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贴息贷款、

产业基地吸纳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劳动力就业岗位补贴、交通补贴

及就业帮扶车间吸纳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劳动力就业岗位补贴等

延续 2022年补助政策；

2.公益性岗位补贴取消了 3年补贴期限；

3.雨露计划延续 2022年补助政策。

（五）教育帮扶

1.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普通高中阶段及中等教育

阶段延续 2022年补助政策；

2.将卓越高中纳入国家普通高中助学金、普通高中免学费政

策享受就读学校。

（六）兜底保障

1.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供养、临时救助、农村低保等延

续 2022年补助政策，在上级政策未出台之前，按现有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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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调整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及农村低保申报流程。

3.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由 80元/人/月调整为 100元/人

/月，具体实施时间及标准以上级文件为准。

4.城居保延续 2022年政策。

（七）金融帮扶

1.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农业产业振兴信贷通）贷款期限 3年

（含）以内调整为贷款期限 3年（含）以内（不超过 2025年 12

月 31日止），其余延续 2022年政策。

（八）电力帮扶

1.延续 2022年补助政策，即根据《关于印发江西省居民生

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发改商价字〔2012〕

1229号）相关规定，对“低保户”和“五保户”家庭（包括供养

“五保户”家庭）每户每月免费用电 10千瓦时。如月用电量不

到 10千瓦时，按实际用电量免费。对集中供养“五保户”的社

会福利机构，按供养“五保户”人数，每人每月免费用电 10 千

瓦时。

二、有关要求

1.严格执行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产业直补的认定条件和申报

流程，具体见附件。

2.蔬菜产业、红薯种植、烟叶种植、白莲种植、中药材种植、

席草种植、产业基地和合作社等奖补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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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验收并落实奖补政策。油茶产业由县林业局牵头组织认定验收

并落实奖补政策。脐橙、茶叶产业由县果茶发展服务中心牵头组

织认定验收并落实奖补政策。其他奖补由有关行业部门牵头组织

认定验收并落实奖补政策。

3.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

4.本通知政策内容如遇与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文件相

冲突的，以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文件相关规定为准，并根

据相关情况进行调整修订。本通知解释权归县有效衔接办。

附件：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产业直补认定条件、申报流程

兴国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

2023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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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产业直补认定条件、
申报流程

一、认定条件

1.产品必须商品化。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发展种养产业，必须

将产品销售后才给予奖补，自给自足的耕牛、蔬菜等农产品不列

入奖补范畴。

2.申报的产业直补名单必须在村委会公示七天，接受群众监

督。

3.既是脱贫户或监测对象又是农业产业大户的，只能享受一

重补助。

二、申报流程

1.申报。由帮扶干部协助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向村委会申报，

并负责收集产业项目产前、产中、产后三张彩色照片，填写《产

业帮扶项目申报验收表》，完善签字后，上报至村乡村振兴信息

员处汇总。

2.验收。驻村领导组织驻村工作队、驻村干部、村“两委”

干部进行实地核实，并在《产业帮扶项目申报验收表》签字，由

村委会对产业直补名单公示七天，无异议后将公示照片、产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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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名单及《产业帮扶项目申报验收表》上报至乡镇乡村振兴工作

站汇总。

3.审核。由乡镇分管领导组织乡镇乡村振兴工作站干部按照

认定条件，对申报对象和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

加盖公章后将资料上报至县有效衔接办。

4.复核。县有效衔接办组织人员对申报的产业进行抽查复

核，经复核合格后转县农业农村局统一拨付资金，县农业农村局

将资金拨付到脱贫户或监测对象社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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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兴国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3月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