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建 省 乡 村 振 兴 局
闽乡振函 EzO22〕 1号

福建省乡村振兴局关于推荐报送
优秀全球减贫案例的函

省直各有关单位,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乡村振兴局:

为进一步推广分享我省减贫实践经验,请你们按照 《国家乡

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邀请参加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的函》(国

乡振司函 E2021〕 112号 )要求,积极收集、推荐、报送优秀全

球减贫案例材料,并于 4月 30日 前将相关案例材料直接报送国家

乡村振兴局,同 时报送我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联系人:林华铛,电话:010-84419852,邮 箱:

gpigaiprGc。 org。 cn。

省乡村振兴局联系人: 肖方辉,电话:15859958797,邮箱:

fjfpzha163。 c。m。

附件:1。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邀请参加全球减贫案例

征集活动的函

2.省直有关单位名单



附件 1

国 家 乡 村 振  局综 合 司

国乡振司函 E2021)112号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邀请参加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的函

各有关部委办公厅 (办公室、综合司、秘书局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乡村振兴局,各有关东西部协作部门:

zO21年 2月 25日 ,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上庄严宣告,中 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

绝对贫因的艰巨任务。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嘱目的成就,国

际社会热切希望深入了解我国减贫做法、借鉴和学习我国减贫经

验。为进一步促进发展中国家减贫经验交流与借鉴,分享中国和

世界各国成功的减贫模式及乡村发展创新实践,我局直属事业单

位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

互联网新闻中心共 7家机构共同开展了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

动
”。在各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
已成功

开展两届,遴选出一批优秀减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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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月 19日 举办的 “2021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
”上,7家

机构共同发布了第二届案例征集活动的106个优秀案例名单,并

向获奖机构代表颁发了证书。同时,上述7家机构启动了第三届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
,计划继续在全球范围征集100个原创

案例,聚焦全球减贫和乡村发展,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减贫与发展

知识分享,成果将通过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等平台进行发

布。

此次案例征集活动将重点征集
“
抗疫+减贫

”“
数字经济+减

贫
”“

乡村发展促减贫
”三方面的优秀案例,截稿时间为⒛22年

4月 30日 。现诚邀贵单位参与第三届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

,

有关活动公告附后,请予支持。

专此致函。

附件:第三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公告

(联系人:林华挡 ,

gpigaiprcG。
org。 cn)

电 话 :010-84419852,投 稿 邮 箱 :

I绦备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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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公告

-、 活动背景及意义

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 (htt,〃south。 china。 org。 cn丿

是一个分享国际减贫信息和中国扶贫开发经验的专业平台。

该网站为各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等关注和从事减贫工作的

群体及公众提供减贫与包容性增长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呆、

国家概况、减贫新闻、专家意见、研究趋势、减贫信息等信

息服务,由世界银行发起,亚洲开发银行支持,中 田国际扶

贫中心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旗下的中国发展门户网联合

运营。

自zO16年 5月 网站正式开通以来,已有 40多个致力于

落实联合国 2θ3θ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各国减贫政策研究机

构、智库等受遨加入。

zO17年 5月 ,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玷上线
“
中外减

贫案例库及在线分享平台
”,通过发布减贫案例、相关研究、

政策及法规,向 世界备地的使用者分享中国和国际成功的减

贫模式及创新实践。

⒛18年 ,为推广分享中外减贫成功实践,推动
“
共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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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 国国际扶贫中心、

中国互联网新~闻 中心、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

等 7家机构联合发起了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截至目

前,活动已开展了两届,征集到 1300余篇案例,评选出216

个优秀案例,涉及 43个国家和地区。

二、活动目的

为不断丰富
“
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分享平台

”
的内容 ,

充分发挥减贫案例的实践经验载体作用,分享减贫知识、深

化伙伴关系,更好地促进减贫领域的南南合作,在前两届“全

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

的成功经验基础上,7家机构发起第

三届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本届案例征集活动重点征

集
“
抗疫+减贫

”“
数字经济+减贫

”“
乡村发展促减贫

”三个

方面的最佳案例,经 7家主办机构联合评审后确定入选案例 ,

按照国际标准和习惯进行改写和翻译,于 2θ22年择期发布

约 100个优秀案例。全部优秀案例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分享。

三、活动组织

主办革位:中 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

四、截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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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截 至 2022年 4月 30日 。

五、征集对象

全球关注和从事减贫及乡村发展的机构和个人。

·     六、内容要求

l      案例内基要与减贫和乡村发展相关,表达清晰易懂,简
l

明扼要地阐述所实施的政策是如何达到减贫效呆、促进乡村

发展的。提供的案例要有代表性,具有较高的推广实用价值 ,

)    能够为具有相似条件的地区提供参考 (案例征集要求见附件

1         1)。

七、语言要求

案例语言为中文或英文,每个案例 5OO0宇左右。中文

案例需附英文摘要。

丨        ``、 版权要求

提交的案例作品应符合当地的社会公序良俗和国家法

律法规。

所投送作品 (文字及图片 )的原创

立、完整、无争议的著作权。

入选的个人/机构原创案例,网 站享有使用权,有权将

投稿案例按照案例编写规范进行编辑修改,并上传至案例库 ,

站有权将入选案例用于非商业性的

构有署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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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投搞方式

应征者可将案例及活动报名表 (附件 2)发送至以下投

稿邮箱:gpigaiprcc。 。r⒏ cn。

十、奖项设置

本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将在征集的作品中选出

100个最佳减贫案例。

获选进入案例库的优秀案例作品将获得案例主办机构

共同颁发的获奖证书。主办方将邀请部分案例作者参加相关

国际论坛交流活动。

附件:1。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案例征集要求

2.第三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报名表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世界银行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亚洲开发银行

2021+12'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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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案例征集要求

-、 案例内容及版权要求

(一 )应征者必须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原创作者,其

对该作品享有独立、完整、无争议的著作权。

(二 )入选的个人/机构原创案例,网 站享有使用权 ,

有权将投稿案例按照案例编写规范进行编辑修改,并上传至

案例库,供公众免费浏览下载。网站有权将入选案例用于非

商业性的宣传推广活动,该个人/机构有署名权。

二、案例的选取标准

本次活动征集的案例应是就一定背景下特定的贫因和

∫    乡村发展问题提出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方案所描述的减贫

和乡村发展项目在开展中取得了较好的减贫效果,具有一定

的经验交流和学习价值,以及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的价值。

合格的案例应满足如下标准:

问题指向性。案例应该是针对特定问题所制定的减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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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方案。

相关性。案例主题应该与减贫、乡村发展高度相关。

有效性。案例应当是经过实践证明取得了良好减贫和发

展效果的案例。

明确性。案例应当总结出一个清晰明确的机制。

具备以下特点的案例将被主办方优先考虑:

可复制性。案例具有超越其所在地的地理、气侯等自然

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以可接受的成本在其他地区推

广复制的潜质。

创新性。案例采用新技术或者提供了独创性的新模式解

决贫困问题。

环境友好性。案例所描述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没有破坏

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传统生活方式,与 自然和社会环境形成良

性共振。

可持续性。案例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具有可持续

性,能够长期发挥作用。

合作伙伴的广泛参与。除执行机构外,政府、私营部门、

学术机构、非盈利组织等合作伙伴也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作

出贡献。

弱势群体保护。妇女、儿童、老人、残障人士、原住民

在案例所述项目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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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扌      
在案例收集完成后,活动主办方会根据所提供的案例素

材与上述标准的契合程度进行评选,综合备方面的意见,最

l    
终确定入围的案例名单。

三、案例编写规范

l      本届征集活动的投稿案例应满足一定的格式要求,投稿

案例 5000字左右,在结构上分为 8个部分,分别是:标题、

串     

摘 要
、 背 景

、
项 目 实 施 、 成 效 、 经 验 与 启 示 、

真 实 故 事
、 配

图。每部分的具体要求如下:

l       (一 冫标题

标题应该概括出案例模式及具体项目。

I       (二 )摘要 (sO0字左右)

摘要需提供案例的基本信息,对案例的实施方式、实施

扌    效果等进行简要介绍。

基本信息:用 卜2句话说明项目的实施单位、支持单位、

扌     所 在 地 区 、 受 益 对 象 等 。

实施方式: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说明项目的实施情况 ,

l    如分多期推进的项目可以分期进行介绍,存在不同受益者的

项目可以介绍对不同类型受益者的针对性措施。∷

1      实施效果:可采用统计数据、概括性语盲等方式展示案

例的实施效呆。

扌
              (〓 =) 背 景  (500-1000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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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在案例实施前当地的基本情况,案例实施所面临的

挑战和问题。

问题背后的自然原因、社会原因、经济原因等。

所述的问题会产生何种后呆。例如,对居民收入提高的

‘      不利影响、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对弱势群体的影响等。

l=       (四 冫项目实施 (⒛00-30oo字冫

案例的主体部分,为 了便于读者理解,建议采取总分结

|      构描述问题,需要在案例中加入重要的技术细节。

项目的作用机制和实施过程可以配合流程图、思维导图、

甘特图等图表进行说明。

要阐明减贫项目如何应对前面所述的问题。

项目对资金、人员、技术等前期投入情况有何要求。

政府及项目的合作伙伴为案例实施作出了何种努力。每

一阶段的具体做法是什么。

体现案例与主题之间的相关性,对案例中的亮点可以重

、      点突出,如案例为促进妇女赋权、环境保护、实现普惠金融、

缩小信息鸿沟等所作的努力。

(I) 戚效 (1000-150o字 )                  ∶

减贫和乡村发展项目实施带来的经济、社会t环境等备

种效益。鼓励在案例中加入图表,提供更多统计数据,可 以

从以下角度出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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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忄      从项目执行方的角度,提供项目本身的落实情况和成本

控制情况。

I      从对受益者的帮助角庋,收入增长情况,生活条件和生

产条件改善情况,贫因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情况。

!      对项目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价。

项目对特殊群体的帮助情况。

扌       (六 冫经验 与启示 (1000-1sO0字 )

丨    结,≡吾昼凳I悬 I屠彗晏￡】量F分
析,项目作用机制总

,      
项目在解决某一个挑战或问题中的创新做法,如如何解

决技术问题、如何创新利益联结机制等。

l       (七 )E可选1真实故事 (100-200字 )

介绍项目实施中的典型案例,重 点体现受益人在项目实

l    施前后的变化,如参加项目前后的收入对比情况。

(八冫[可选l案例配图 (s-s张冫

f      图片应与案例内容高度相关,有助于说明、解释案例的

内容。

丨      选择清晰度高的图片,以 图注命名并注明来源、图片置

于单独的文件夹中随案例文档一起上传。

丨      所提供的案例图片应版权清晰明确。不选用可能造成版

~   权纠纷的图片。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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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笫         活动报名表

·申请方为
口 个人
口 相呐

·联系信息   J
灶名:_____ˉ ˉ__——J申请机构请捷供一名联系人信息)

日家:

电话ε

邮估:

·案例介绍         ·

案饲原创产明
本案例为申诂个A/m构原创作品。申诂个A/eL构在此确认爽例作品中已对使用他人成呆伙
出注明引用。

签名 : 日期 :

翘目:

案例类型:

,案
例 甾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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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直有关单位名单

1。 省委扶贫开发成呆巩固与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纽有关单位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省委

编办、省委台港澳办、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文明办、省发改

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民宗厅、省公安厅、省

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

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审计厅、省国资委、省林业

局、省海洋渔业局、省市场监管局、省广电局、省体育局、省统

计局、省医保局、省金融监管局、省信访局、省粮储局、省农科

院、省供销社、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科协、省残联、

省工商联、人行福州申心支行、省税务局、福州海关、省气象局、

省通信管理局、福建银保监局、福建证监局、省农信联社、农发

行省分行、国开行省分行、农行省分行、人保财险省分公司、省

建工集团、省电力公司、福建农林大学

2.其他省直有关单位

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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