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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贵州毕节：：

精准扶贫击中贫困要害精准扶贫击中贫困要害

农业园区建设农业园区建设

干部指导小康路建设干部指导小康路建设

优质核桃基地优质核桃基地

甘棠镇大寨甘棠镇大寨““高原荷乡高原荷乡””农业观光园农业观光园

驻村干部参与半夏示范基地锄草驻村干部参与半夏示范基地锄草

产业扶贫—魔芋种植产业扶贫产业扶贫——魔芋种植魔芋种植

扶贫生态移民搬迁房扶贫生态移民搬迁房

毕节风力发电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毕节风力发电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纳雍县民族服饰厂纳雍县民族服饰厂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总要求，是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

代代相传的具体举措。要扎实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把扶贫开发工作抓紧抓

紧再抓紧、做实做实再做实，真正使贫困地区群众不断得到真实惠。

贵州毕节市，按照“精准制导、定点清除”的要求，围绕“扶谁的贫”、“谁

去扶贫”、“怎样扶贫”的工作思路，探索推行的精准扶贫“四法”和“十子”机

制等“组合拳”，击中了贫困要害。

“1+7”格局确保“六个到村到户”

海雀村是毕节试验区的发祥地，属贵州省一类贫困村。毕节试验区建

立以后，海雀村群众和所有毕节人民一起，向贫穷落后发起了总攻。二十多

年过去了，这里屋舍整齐、邮路通达，海雀人食不果腹、住杈杈房的酸楚经历

已成过去。

然而，受自然条件恶劣、群众受教育程度低等客观因素影响，海雀村群

众虽然住上了好房子，衣兜里却基本没有“票子”，要发展苦于没有“路子”，

距离全面小康，还有很多路要走。

2014 年 1 月，贵州省有关部门深入威宁自治县蹲点调研，和干部群众

探讨打基础、抓产业、促脱贫的有效办法。在调研中总结，要抓住中央实施

精准扶贫重大机遇，以结对帮扶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培训到

村到户、农村危房改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基础设施到村到

户为抓手，切实增强扶贫开发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六个到村到户”，是为海雀这样的贫困地方开出的一剂良药，也是发源

于此的一个全市性扶贫工作思路。毕节市推行“1+7”方案（一个总体方案

加六个子方案和一个具体任务分解方案）、确保“六个到村到户”，形成精准

帮扶工作格局。

毕节市做好全市 2014 年“1+7”格局下的“六个到村到户”精准帮扶工

作，不能“只喊喊、不到村”，连“扶哪个”、“对象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不能“只

转转、不用心”，略表“慰问”就“走为上计”。即便人“对上号”了，群众热情也

调动起来了，但是缺乏“钉钉子”精神，答应群众的事情“八字不见一撇”，扶

贫工作也会被搞成“一阵风”，然后变成“半截烂”，最后不了了之，“滴灌式”

扶贫和“精准式”扶贫就无法落实到位，同步小康也难以实现。

毕节市去年的扶贫工作，以“六个到村到户”为抓手，切实增强扶贫对象

自我发展的能力，推动贫困人口持续有效增加收入，实现稳定脱贫和同步小

康。在“1+7”工作格局下，由“漫灌”到“滴灌”、“粗放”到“精准”。

构建“十子”机制 改“漫灌”为“滴灌”

针对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形势和任务，把精准扶贫作为深化试验区开发

扶贫新要求、新思路，创新扶贫机制，推动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步伐，促进

同步小康。毕节市深入解剖“海雀”这只麻雀，积极探索构建了精准扶贫“十

子”机制，建立了具体、细化、全面和系统的工作运行体系。

精准扶贫就是要精细、准确，要有详细的操作流程和办法，“十子”机制

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十子”机制的推行，就是要改“大水漫灌”为“精确滴

灌”。

“十子”机制，是指瞄靶子，建识别机制；梳辫子，建分类机制；结对子，建

驻村机制；理路子，建规划机制；想法子，建帮扶机制；找票子，建配置机制；甩

膀子，建动力机制；强班子，建引领机制；凑份子，建联动机制；造册子，建管理

机制。

在海雀，扶贫工作队和扶贫对象通过“十子”机制，为实现稳定脱贫，将农

户、科技、合作社、教育培训、龙头企业、融资、基地、特色品牌、园区等多个发

展要素链接起来，用产业链建设推动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一体运

作，对接好农民与生产、技术、市场的联系，为脱贫致富铺平多条路径。

“十子”机制十步曲，十子合一齐用力，精准扶贫拔穷根⋯⋯，以海雀为

“样本”，目前毕节已经在全市范围推行构建“十子”机制的做法，有力确保了

既定的 40万贫困人口在年内实现减贫脱贫。

“四法”联动扶贫 工作更精准

在毕节市海雀村有一首“山歌”:“产业扶持到村户，喂鸡喂牛又喂猪，洋

芋地里栽红花，科学种地讲技术。教育培训到村户，大人娃儿一起读，大人学

艺又读书，娃儿上学奔前途⋯⋯”这是精准扶贫“四法”顺口溜，因为朗朗上口

又实用，被村民们改编为山歌。

精准扶贫“四法”包括一条路径“力量法”，一套机制“十子法”，一个抓手

“六个到村到户”和一个突破“产业链法”。为了更好地宣传和落实精准扶贫

“四法”，让村民更为方便地理解和配合扶贫工作，编顺口溜这条“捷径”，好

记，好理解。扶贫干部按“四法”去工作，思路更清晰，工作更高效，更能抓出

实效！

2014 年以来，毕节市明确 1256 个单位，抽调 11165 名干部，组建 2197 支

驻村工作队扶贫帮困。2014 年度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46.06 万人，实现 2 个重

点县（大方县、织金县）、18个贫困乡镇减贫摘帽。

帮扶干部用真心、动真情，用实际行动落实“良知扶贫、精准扶贫、教育扶

贫、内源扶贫、生态扶贫、创新扶贫、科学扶贫”的做法，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欢迎和支持，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化哪彝族新村化哪彝族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