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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务院扶贫办信息中心陆春生主任 

全国建档立卡视频会议讲稿 
 

一、关于防止返贫及时开展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 

（一）工作内容 

1. 纳入新发生的返贫致贫人口 

（1）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识别标准和程序，对因疫情或其他

原因返贫致贫的脱贫户或农户开展识别工作。 

（2）识别和信息采集完成后，及时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信息系统）中录入新识别贫困户的基础信息和致贫原

因。 

（3）标注返贫户，并录入其返贫原因。 

2. 纳入脱贫监测户和边缘户 

（1）对新识别的脱贫监测户,在信息系统中予以标注，录入

其返贫风险。 

（2）对新识别的边缘户，在信息系统中录入其基础信息和致

贫风险。 

3. 录入帮扶措施 

（1）对于返贫户和脱贫监测户，按照原渠道录入帮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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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边缘户，基本上仍采用原渠道录入帮扶措施。 

（3）为采集边缘户的帮扶措施，其基础信息有所扩充。 

（4）对于靠历年数据比对生成的帮扶措施（如危房改造、入

户路改造、安全饮用水改造）需要进行采集录入。详见附件 1。 

需要说明的是，经后台统计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扶贫项

目尚未挂接任何边缘户。 

4. 录入致贫（返贫风险）变化情况 

（1）脱贫监测户也不需要再脱贫。 

（2）对于边缘户不进行动态管理,即不做“退出”处理。 

（3）对于通过帮扶，致贫（返贫）风险已经消除的脱贫监测

户和边缘户，在基础信息“致贫（返贫风险）是否已消除”指标

中勾选“是”。 

5. 及时标注边缘户家庭成员变化情况 

类似于针对贫困人口的自然变更操作，对边缘户家庭成员也

要及时标注其自然变化情况，标注到月。 

6. 增加“因疫情”选项 

（1）在今年新识别、返贫户的致贫（返贫）与原因中增加“因

疫情”选项。 

（2）在今年新识别的脱贫监测户和边缘户的“返贫（致贫）

风险”中增加“因疫情”选项。 

（二）工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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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识别规模 

（1）返贫户（人口）和新致贫户（人口）据实识别，不得限

制规模。 

（2）以县为单位，包括去年底识别的在内的脱贫监测户（人

口）和边缘户（人口）在内的监测对象规模，一般为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的 5%左右，深度贫困地区原则上不超过 10%。 

2. 关于今年识别的返贫户和新致贫户脱贫的问题 

今年新识别的返贫户和新致贫户在年底开展动态管理时予以

脱贫。今年识别的新致贫户和返贫户今年可以脱贫。 

3. 关于功能开放 

除统计功能外的其他功能已经开发并部署，省级扶贫部门向

我们申请开放功能，需要关闭时也要及时通知我们。近期将完成

统计功能的开发和部署。 

4. 关于收入计算周期 

贫困户和监测户的收入计算周期，以识别月份的上一年作为

始点，以识别月份的上一月作为终点。例如，4 月份识别贫困户

和监测户，收入计算周期为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 

5. 关于边缘户（人口）基础信息采集录入 

对于边缘户（人口）和脱贫监测户（人口），今年识别时采集

的基础信息年底如发生变化，是用年底变更后的信息更新（即覆

盖原有信息）现有信息，还是将年底采集的信息另外保存（或记



— 4 — 

录变化情况）。对于此问题我们正在研究中，将尽快做出方案，并

征求各地意见。 

6. 关于 2016 年历年贫困人口享受低保的数据 

原则上以我们与民政部交换的数据为准，目前交换了 2016 年

第 4 季度以来各季度的数据（2018 年第一季度空缺），我们将与

民政部门协商获取 2016 年前三季度和 2018 年第一季度的数据。 

二、关于提供脱贫攻坚普查数据 

（一）关于行政区划 

1. 各地务必在 4 月底前将行政区划据实调整到位。 

2. 目前，信息系统中市、县两级名称已经没有问题；乡、村

两级的名称（即乡镇和村行政区划名称）要据实调整。 

3. 对于暂时没有命名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我们正在与统

计局协商，可能会考虑取一个暂用名称，待民政部门调整到位后

再予以更改。也希望大家在省级层面进行沟通。 

（二）关于识别月份为“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的新致贫户

和返贫户 

考虑到自然年度和扶贫开发工作年度的不一致性，对于去年

底动态管理工作中识别月份为“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的新致贫

户和返贫户，其识别月份统一调整为 2019 年 9 月。因为这些贫困

户已经算作 2019 年底剩余贫困户，去年动态管理时程序中没有加

以限制造成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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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自然变更月份为“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的自然

变更人员 

考虑到自然年度和扶贫开发工作年度的不一致性，对于去年

底动态管理工作中变更月份为“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的自然变

更人员，其变更月份统一调整为 2019 年 9 月。因为这些变更均反

映在 2019 年剩余贫困人口和脱贫人口中，如贫困人口标注为“11

月新生儿”，年底该贫困户多了该新生儿。 

我们对新生儿的身份证号进行分析，发现有一部分生日为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这部分人群不做调整。 

上述调整对去年底剩余贫困人口和贫困收入基本没有造成变

化，之前的统计结果不需要更新。 

（四）关于收入计算公式 

2019年贫困户人均纯收入=2019年贫困户年纯收入/家庭人口

数。家庭人口数按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时点统计。 

（五）关于易地扶贫搬迁户 

1. 易地扶贫搬迁户需要采集搬迁前和搬迁后的位置信息（即

经纬度）。 

2. 对于搬迁户，脱贫攻坚普查时到搬迁入住地开展入户调查。 

（六）关于贫困户联系方式 

为确保普查员能够访问到贫困户，各地务必确保贫困户联系

方式的真实性，包括外出务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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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此次综合试点工作结束后是否可以修改数据 

1. 国办已经印发《关于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的通知》（国

办发〔2020〕7 号），请大家认真研究。 

2. 此次普查为脱贫攻坚普查综合试点。《通知》明确“脱贫

攻坚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希望大家准确理解

其含义。 

3. 普查工作内容包括发现问题数据，根据实际情况核准和修

改问题数据。 

三、关于数据清洗 

（一）我们已经将数据质量报告和问题清单发给各地，各地

要认真安排整改。 

（二）关于贫困户通过手机 APP 反映的“账实不符”问题，

我们拟将地名隐藏（即脱敏）后，把所有问题发给各省参考。由

于信息比较敏感，也请大家务必限制使用范围。 

（三）希望各地有效利用建档立卡手机 APP 的信息核准功能。 

四、关于 2020 年建档立卡和信息化重点工作 

2020 年，我们将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下，开展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工作，开展建档立卡和信息化工作。 

（一）贫困识别、脱贫监测户和边缘户常态化动态管理工作 

5 月份开始，我们将每天统计 2020 年返贫户（人口）、新致

贫户（人口）、脱贫监测户（人口）和边缘户（人口）数量变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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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以及得到帮扶和返贫（致贫）风险消除情况。 

5 月初统计的脱贫监测户、边缘户、返贫户、新致贫户数量

将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请各地务必在 4 月底前将此前已经

开展识别的上述 4 类人员在信息系统中予以标注或录入。 

（二）年度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 

9 月份，我们将组织开展年度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主要

内容为贫困户脱贫、贫困村出列，以及扶贫对象基础信息采集和

更新工作。 

（三）脱贫攻坚总结 

一方面，建档立卡工作本身要总结，各地务必厘清历年贫困

人口以及动态管理和贫困人口数量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还要为

脱贫攻坚总结提供数据支撑。我们将安排脱贫攻坚总结新增指标

试点。 

（四）数据清洗 

我们还将至少安排 3 次建档立卡数据清洗工作。 

（五）数据分析 

我们将加大数据分析工作力度。 

（六）《建档立卡名词解释和问题解答》以及《建档立卡和扶

贫开发信息化文件资料集》编撰工作 

（七）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问

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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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20 年后扶贫开发信息化顶层设计 

1. 基于扶贫开发常态化工作体制下的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

统建设。 

2. 目前上亿贫困人口的分化，有些需要持续帮扶户，有些已

经稳定脱贫户，不再帮扶。 

3. 在贫困申请、信息公开、业务办理、持续跟踪等方面手机

APP、12317、网上服务大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4. 依然采用全国大集中方式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