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开组〔2019〕9 号

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云南省贫困退出标准和脱贫成果巩固要求

指标说明的通知

各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现将《云南省贫困退出标准和脱贫成果巩固要求指标说明》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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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文件



云南省贫困退出标准

和脱贫成果巩固要求指标说明

一、饮水安全

（一）水量。年均降水量不低于 800 毫米的地区，每人每天

可用水量不低于 35 升；年均降水量不足 800 毫米的地区，每人

每天可用水量不低于 20 升。

（二）水质。千吨万人有水厂的供水工程水质符合《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规定，千吨万人无水厂的供

水工程水质符合 GB5749 宽限规定；千吨万人以下集中式供水

工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饮用水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味、用

水户长期饮用无不良反应。对于当地人群肠道传染病发病趋势保

持平稳、没有突发的地区，微生物指标中的菌落总数和消毒剂指

标可不纳入评价指标。

（三）用水方便程度。取水水平距离不超过 800 米、垂直距

离不超过 80 米，或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

（四）供水保证率。千吨万人供水工程供水保证率不低于

95％，其他供水工程供水保证率不低于 90％。

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验收主要指标

（一）县域内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达到 20条底线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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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除 D 级危房。新建校舍抗震设防类别不低于重点设防

类，满足综合防灾要求。

2．多层校舍建筑每幢不少于 2 部楼梯，楼梯坡度不大于

30 度，护栏坚固。

3．教室和宿舍内外墙面平整，无明显尖锐突出物体，室内

无裸露电线。

4．教学用房室内采光良好，照明设施完善，光线充足。

5．学生 1 人 1 桌 1 椅（凳）。

6．按国家标准配置满足教学需求的黑板。

7．设置旗台、旗杆，按要求升国旗。

8．具备适合学生特点的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有利于

开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体育活动。

9．因地制宜设置满足校园安全需要的围墙或围栏。

10．新增图书为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正版图书，配备复本

量应视学校规模和图书使用频率合理确定。

11．有可供开展多媒体教学的教室。

12．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13．寄宿学生每人 1个床位，消除“大通铺”现象。

14．寄宿制学校或供餐学校具备食品制作或加热条件。

15．配备开水供应设施设备。

16．有条件的地方，新建校舍一般设置水冲式厕所。厕位够

用，按 1:3 设置男女蹲位。旱厕应按学校专用无害化卫生厕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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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17．除特别干旱地区外，寄宿制学校应设置淋浴设施。

18．配置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设置疏散标志。

19．在校门、宿舍等关键部位安装摄像头和报警装置。宿舍

区配备急救箱。

20．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

（二）校际间均衡状况：小学综合差异系数≤0.65，初中

综合差异系数≤0.55为达标。

以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生均

教学仪器设备值、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生均图书册数、师

生比、生均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生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教师数 8项指标，按照国家统一计算公式，分别计算小学、初中

综合差异系数。

差异系数计算方法： 
S

CV
X

   
  ，CV为差异系数，S为标准差， X为全县平

均数。式中                       ，Xi表示区县均衡指标体系

（即上述 8项指标）中第 i个学校（初中或小学）某个指标值，

i i iX x P= ，xi为该指标第 i个学校的原始值，Pi为第 i个学校

（初中或小学）的在校生数； X表示该指标的区县平均值，其

中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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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P 为区县内所有初中（或小学）学校的在校生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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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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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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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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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卫生室基本标准

1．每个建制村建有村卫生室并达到基本标准（乡镇卫生院

所在地建制村可不设村卫生室）。

2．建制村卫生室建筑面积 60㎡以上（含 60㎡），设有诊

断室、治疗室、公共卫生室、药房，至少配备听诊器、体温表、血压

计、诊查床等基本医疗设备。

3．至少有 1名人员持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二）乡镇卫生院基本标准

1．每个行政乡镇至少有 1所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或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2．设有床位 10张以上（县城所在地乡镇卫生院可不设床

位）。

3．注册全科医生或者执业医师不低于 1名。

4．建筑面积。20张床位及以下，建筑面积达到 300—1100

平方米。21—99张床位，每增设 1张床位，建筑面积至少增加

50 平方米。100张床位及以上，每增设 1张床位，建筑面积至少

增加 55 平方米。

5．设备设施配置。至少有急诊抢救箱、氧气瓶、切开缝合包、

心电图机、生化仪、血球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离心机、显微镜、B

超、抢救床、观察床、诊查床、妇科检查床、新生儿体重计、电冰箱、

身高体重计、担架车、高压灭菌等与业务需求相适应的设备。中心

乡镇卫生院配有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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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室设置。至少设置全科医疗科、内（儿）科、中医科、门

急诊（抢救）室、计划生育科等临床科室，药房、检验科、放射

科、B 超室、心电图室等医技科室，预防接种室、儿童保健室、健

康教育室等公共卫生科或预防保健科。

（三）县级医院基本标准

1．贫困县至少设有 1所县级公立医院（含中医院）并达到

二级医院基本标准。

2．住院床位。最低不少于 100张。

3．业务用房。每床建筑面积不少于 60 平方米或者每床净使

用面积不少于 5 平方米。

4．人员配置。每床至少配备 0.88名卫生技术人员（包括至

少配备 0.4名护士）；每院至少有 3名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

医师。

5．设备配置。至少有给氧装置、呼吸机、Ｂ超、Ｘ光机、心电

图机、心脏除颤器、心电监护仪、电动吸引器、自动洗胃机、多功能

抢救床、万能手术床、麻醉机、胃镜、产程监护仪、婴儿保温箱、裂

隙灯、牙科治疗椅、牙钻机、显微镜、离心机、钾钠氯分析仪、尿分

析仪、高压灭菌等与业务需求相适应的设备。

四、住房安全

住房安全指农房要达到“安全稳固、遮风避雨”基本要求，

应保证其使用安全和基本使用功能。住房地基基础达到稳固无严

重不均匀沉降、结构体系（地基基础、梁柱、墙体和屋架）传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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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构造措施完备、围护墙体完好且承重墙体厚度及构造设置符合

要求、屋面承载稳固无漏水。农村住房的危险性认定以房屋主要

承重构件的破损和危险程度为依据评定为 A、B、C、D四个等

级，其中 A、B 级为安全住房，C、D 级为危房，C、D 级危房经过

改造后应达到A、B 级安全住房要求。拆除重建的房屋建筑面积

原则上 1 人户不低于 20 平米、2 人户不低于 30 平米、3 人户不低

于 40 平米、3 人以上户人均不低于 13 平米。

五、公路

（一）建制村通硬化路认定标准

建制村通硬化路原则上路基宽度不低于 4.5 米，路面宽度

不低于 3.5 米。路面标准为：沥青混凝土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

弹石路面、整齐砼预制块路面。建制村是否通硬化路的界定：

1．村委会位于国、省道边的建制村，不论国、省道是哪种路

面类型，均视为已通硬化路。

2．线路起点为国、省道，村委会与国、省道有一定距离的建

制村，只要从起点至村委会的公路已经硬化的，不论国、省道是

哪种路面类型，视为已通硬化路。

3．已通硬化路的建制村，目前又在进行改造提升的，不论

建设项目是否完工通车，视为已通硬化路。

4．已通硬化路，或建立项目库后已修通硬化路，但现在出

现“油返砂”“畅返不畅”的建制村，视为已通畅，责任单位

应加强养护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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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已经有一条连通至村委会的硬化路，但另一条建制村通

畅工程项目建设尚未完工的建制村，视为本建制村已通畅。

（二）建制村通硬化路危险路段有必要防护设施

针对临水临崖、急弯陡坡、事故多发等安全隐患路段有必要

的防护设施。重点是：

1．事故多发路段有防护设施、警示标志。

2．过村镇、学校路段有减速设置及警示标志。

3．线形不良组合路段有防护设施、警示标志。

（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标准

建制村常住人口数量达 100 人以上；已通公路，并验收合

格；农村客运线路途经的路段单车隧道净高不小于 3.5 米；农

村客运线路途经的桥梁技术状况为《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

准》（JTC/T H21）规定的一、二、三类桥梁；农村客运线路途经

的路段路基宽度不低于 4.5 米，并按规定要求设置错车道；农

村客运线路途经的急弯陡坡、临水临崖、事故多发等重要路段按

照有关技术要求完善公路安全设施；硬化路面；线路长、成本

高、客车平均实载率达不到 50%的农村客运线路，无法通过市

场化运作实现可持续运营的，地方财政建立补贴机制，维持农

村客运可持续运营；通过《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

规则》审核。

六、人居环境 1档标准

（一）有指定的垃圾堆放设施，禁止垃圾乱扔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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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畜实现分离，禁止人畜混居。

（三）有户厕或公厕，满足如厕需求。

（四）畜禽粪污入坑，禁止随意排放。

（五）房前屋后沟渠水塘全面清理，村庄无黑臭污水。

（六）物件柴草码放整齐，无残垣断壁。 

（七）有清扫保洁制度，村庄干净整洁。

（八）有维护村庄卫生环境的村规民约。

七、有关名词解释

（一）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

指贫困户家庭全年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

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剩余的，可直

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一

部分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

入。包括现金纯收入、实物纯收入。

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家庭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税金和上交承包费用－调查补贴）÷

家庭常住人口

（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指调查户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

总和，即调查户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既包括现

金，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

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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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

收入+转移净收入）÷家庭常住人口

（三）贫困发生率

指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口占农业户籍人口的比重。

（四）综合贫困发生率

指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口、错退人口、漏评人口三项之和，占

农业户籍人口的比重。

综合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数÷（2014 年农村人口数+农转

城建档立卡人数）。其中，贫困人口数=建档立卡未脱贫人数+

漏评人数+错退人数。

（五）脱贫人口错退率

指抽样错退人口数占抽样脱贫人口数的比重。

（六）贫困人口漏评率

指调查核实的漏评人口数占抽查村未建档立卡农业户籍人

口的比重。

（七）群众认可度

指认可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比重。调查范围为县乡村干部，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非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4 类。

（八）动力电

也叫三相电，线电压为 380伏。主要应用于大型机床、机械、

搅拌机、电动机等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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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指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具备一定

规模经营、集约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的农业经营组织方式，有家

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 5 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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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处        2019 年 4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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