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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后政策会变吗？】

　　“政策会保持总体稳定，帮扶措施
不能‘急刹车’。”欧青平说，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后，仍需采取有效措施，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欧青平解释，脱贫攻坚期后要设
立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继续实行“四个
不摘”，即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
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无
论是帮扶的资源，还是帮扶的力量都
会保持总体稳定。
　　欧青平说，下一步，要建立农村低
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机制。
初步考虑是在西部地区已经脱贫摘帽
的县中再选择一部分困难的县，增强
这些重点帮扶县内生发展动力。
　　欧青平透露，现在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正在研究制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对
脱贫攻坚期内原有支持政策进行完善
调整。

【贫困群众返贫怎么办？】

　　“为确保脱贫攻坚的质量和成色，
今年初我们就建立了防止返贫监测和
帮扶机制，在攻坚剩余脱贫任务的同
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返贫和新的致
贫。”欧青平说。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今年3月
印发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
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
导意见》，明确了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
工作的顶层设计。
　　“这一机制变事后帮扶为事前预
防与事后帮扶相结合，及时发现风险，
及时落实帮扶，实现贫困人口动态清
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欧
青平说。欧青平表示，在收官之年，建
立并实施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是
一项必要的制度保证，是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应对
今年的疫情、灾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有效防止了返贫和新致贫情况
的发生。

【监测对象和范围是哪些？】

　　欧青平介绍，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以家庭为单位，主要监测建档立卡已
脱贫但不稳定户和收入略高于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边缘户。例如，人均可支
配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1.5倍左右的
家庭，以及因病、因残、因灾、因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等引发的刚性支出明显超
过 上 年 度 收 入 和 收 入 大 幅 缩 减 的
家庭。
　　监测程序方面，以县级为单位组
织开展，通过农户申报、乡村干部走访
排查、相关行业部门筛查预警等途径，
由县级扶贫部门确定监测对象，录入
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实行动态
管理。
　　“鼓励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探索
创新，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及
时发现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明确
要求各地要加强监测对象信息共享，
不另起炉灶，减少不必要的填表报数，
切实减轻基层负担等。”欧青平说。

【监测发现问题怎么帮？】

　　“对识别出的监测对象，指导各地
因人因户施策，及时落实产业、就业、
综合性保障等相应措施，消除返贫致
贫风险。”欧青平说。
　　欧青平介绍，对有劳动能力的监
测对象，加强劳动技能培训，通过劳务
扶贫协作、扶贫车间建设等，帮助其转
移就业。统筹利用公益岗位，多渠道
积极安置监测对象。对无劳动能力的
监测对象，进一步强化低保、医疗、养
老保险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综合性
社会保障措施，确保应保尽保。
　　“鼓励各地创新帮扶手段，多渠道
筹措社会帮扶资金，为监测对象购买
保险，及时化解生活生产风险，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助困。”欧青平
说，下一步，将会同中央有关部门进行
深入研究，不断优化完善防止返贫监
测和帮扶机制，加强工作指导力度，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据新华社）

今年年底所有贫困人口将全部退出

贫困群众脱贫后帮扶政策会变吗？
　　目前全国832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摘帽。剩余的贫困人口正在履行退出程序，从目前情况看，到年底
所有贫困人口也将全部退出。贫困群众脱贫之后政策会变吗？扶贫投入还会持续吗？返贫怎么办？针
对这些问题，记者在12月2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采访了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

嫦娥五号开启“挖土”模式
飞行约38万公里后稳稳落在月球表面，已完成月球钻取采样及封装

　　经过约38万公里、一周左
右的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
月飞行之旅，12月1日晚间，
嫦娥五号探测器稳稳降落在
月球正面风暴洋北部吕姆克
山、夏普月溪附近，这是人类
探测器首次踏足月球上的这
一区域。成功着陆后，嫦娥五
号探测器开展了太阳翼展开、
机构解锁等相关准备工作。
12月2日4时53分，嫦娥五号着
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完成了
月球钻取采样及封装，目前，
正按计划进行表取采样。
　　无论是嫦娥五号成功落
月，还是即将开展的科学探测
及自主采样返回等任务，都看
点多多、令人期待。

　　在距月面1.5公里时，嫦娥五号
利用光学成像敏感器进行粗避障，剔
除大型障碍物；距月面仅百米时，嫦
娥五号上的备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
器 进 行 精 确 避 障 ，精 准 识 别 选 好
落点。
  一边下降一边避障，待嫦娥五号
飞到选定着陆点后，一个侧身开始垂
直下降，并在距离月面较近时关闭发
动机、自由落体……
  着陆腿缓冲着陆！至此，嫦娥五
号完美落月！
  主动减速、快速调整、迅速接近、
精准选点、稳步着陆……整个落月过
程，一系列复杂精细的动作都由嫦娥
五号自主完成，犹如一位在月球凌空
漫步的袅袅仙子，婀娜多姿。
  “嫦 娥 五 号 任 务 的 落 月 和 近 月
制动一样，都是只有一次机会，必须
一次成功。可以说，落月的过程 就
是 边 飞 行 边 找 寻 落 点 ，在 1 5 分 钟
内 ，完成约600公里外的全程自主跳
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五
号探测器系统副总设计师彭兢说。
  着陆后，在地面测控方和空间应
用科学任务支持下，嫦娥五号依次完
成状态检查、预备工作状态设置、着
陆区成像等任务……
  为了实现“选址正确，落得准确”，
嫦娥五号采用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502所已经在嫦娥三号和四号上应
用的“粗精接力避障”的方式，即在502

所研制的制导导航与控制（GNC）系
统的指挥下，将“粗避障”与“精避障”
相结合，让嫦娥五号稳稳地降落。

  落月的关键在于“平稳”二字。
嫦娥五号落月时，撞击月面会形成
较大的冲击，必须设计相应的着陆
缓冲系统，吸收着陆的冲击，保证探
测器不翻倒、不陷落，这是落月的技
术难题之一。而着陆缓冲机构，通
俗地说就是嫦娥五号的“腿”。
  这 四 条 缓 冲 、支 撑 一 体 化 的

“腿”可不一般，它们是嫦娥五号机
构分系统团队精心设计、巧手研制，
更拥有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的完 美
基因。
  据介绍，着陆缓冲机构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偏置收拢、自我
压紧”式方案，保证了收拢简单、展
开可靠，解决了着陆缓冲、着陆稳定
性等多方面的问题。
  与嫦娥三号的着陆缓冲设计方
案相比，由于任务难度增加，嫦娥五
号任务的着陆缓冲能力要求提高了
30%，但机构重量指标却减少了5%，
这为研制团队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面临减重的难关，研制团队反
复迭代，每次修改完设计，讨论时一
旦发现新的减重突破口，又毫不犹
豫地再次推翻设计、继续修改，最终
达到了设计指标，确保了嫦娥五号
稳定可靠地完成与月球的亲密“拥
抱”。

  此次嫦娥五号的月球着陆区域
名叫“风暴洋”，周围有1300米高的
火山群，环境之险峻名副其实，让嫦
娥五号此行充满探险意味。随着 嫦
娥五号造访，月球风暴洋举世闻名。
　　过去，这里还从未有过任何人
类探测器到访过的足迹。
　　为何选择在这里？根据目前研究
成果，这块区域形成的地质年代较
短，约37亿年。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专
家表示，此次嫦娥五号有望获取最年
轻的月球返回样品，在月球火山活动
和演化历史研究等方面取得原创性
的科学成果。
　　由于涉及采样后上升器的月面
起飞，嫦娥五号落月过程也是为后续
上升器月面起飞选择“发射场”的过
程。专家介绍，嫦娥五号需要着陆区域
内无太高的凸起、无太深的凹坑，并且
坡度要符合任务要求，这对着陆点的
位置精度和平整度方面提出了更高
要求。后续，嫦娥五号将同时用“表取
和钻取”两种方式采样。“表取”就是
从月球表面通过机械臂和机械爪的配
合，抓取一部分月壤。而“钻取”则是
要通过特殊钻头，钻到月表以下两米
左右的位置，把月壤整体取出来。“这
样能更加原汁原味地保留月壤构造
情况，让科学家们了解月壤构造和分
布及每一层的特征。”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嫦娥五号探测器钻取子系
统技术负责人王国欣说。（据新华社）

  12月2日，在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落月后的
嫦娥五号探测器。

险！

600公里外“全自主跳伞”
稳！

嫦娥五号“大腿”显身手

准！

落月点属探测“处女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