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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精 准 发 力精 准 发 力 切 断切 断““ 穷 根穷 根 ””
——来自赣南老区扶贫攻坚一线的调研来自赣南老区扶贫攻坚一线的调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郑 波波 赖永峰赖永峰 刘志奇刘志奇 刘刘 兴兴

到2014年底，我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大部分

集中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比较差、自然灾害多、基础设施

落后的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方的贫困问题是难啃的“硬

骨头”。当前，随着全国扶贫开发的纵深推进，扶贫如何

向“精准”发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赣南地区是全国较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2011年以来，赣州市

念好“精准”二字诀，在识别、帮扶、管理三个层面扎实推进精准扶贫，革命

老区贫困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请看本报记者今年4月中下旬赴赣南

老区采访到的扶贫攻坚的一线调研——

案 例：

兴国县埠头乡枫林村瑶前村民小
组贫困户胡运茂经常到村中心广场一
侧的宣传栏转悠。吸引他的，是宣传
栏里那张醒目的公示。公示里，胡运
茂和其他 41 户贫困户的名字、组别等
家庭信息赫然在目。

“胡正元、钟义生⋯⋯这些都是我
们枫林村的精准扶贫对象，问题不
大。”胡运茂一边念着名字，一边略有
所思地点了点头，对记者说：“在以
前，谁是贫困户，咱也不清楚，都是
村干部说了算，可谁家没个七大姑八
大姨的⋯⋯现在好了，每年都要公
示，红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都是
党员和村民代表表决出来的。群众要
是不服，还可以提意见。”

这时，站在一旁的埠头乡宣传委员
廖玉芳接过话茬说：“可不是，村组上
报、村里审核、群众评议、大会表决、县
里复核、三级公示⋯⋯程序可多了，确
保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您就放心吧。”

经 验：

变“面上掌握”为“逐户
摸准”

要精准扶贫，先得精准识别，即
把真正的贫困人口找出来。然而，对
于有着 950 多万人口、11 个罗霄山连

片特困县、1419 个贫困村的赣南地区
来说，如何对贫困人口状况和致贫症
结精准识别？成为摆在扶贫工作面前
的第一道坎。

“以前确定的贫困人口数，都是
推算出来的。我们只知道全市有多少
贫困人口，但究竟是谁并不明确，贫
困原因具体是什么也不清楚，导致工
作中存在许多盲点。”赣州市扶贫移
民办主任黄建平说，只有把底数摸清
了，才能变“大水漫灌”式扶贫为

“精准滴灌”式扶贫，实现真扶贫、
扶真贫。

2010 年 12 月开始，赣州市通过
“领导联系乡、单位联系村、干部联
系户”的方式，组织 9.3 万名机关干
部深入基层，与 228 万户群众结对帮
扶，开展“送政策、送温暖、送服
务”工作，千方百计帮助群众解决实
际问题、帮扶农村发展。“这相当于
我们派出了 9 万多名信息员，去了解
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赣州市组织
部副部长、“三送”办主任杨有谷介
绍，“三送”干部不仅要对贫困人口

进行拉网式摸排，做到村不漏组、组
不漏户、户不漏人，还必须深入到每
个贫困户家中，点对点把脉问诊，准
确掌握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我们
梳理总结出了因病、因学、缺技术、
缺劳力等 12 种致贫情形。在此基础
上，与贫困群众一道商定个性化、可
操作的脱贫措施，确保心中有数，工
作对路。”杨有谷介绍，根据致贫原
因和发展需求，贫困户还被划分为

“扶贫户、扶贫低保户、低保户、‘五
保’户”4 种类型。对有劳动能力和
劳动意愿的扶贫对象，“量身定做”
帮扶措施，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
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
等 方 式 ， 助 其 脱 贫 ； 对 “ 低 保 户 、

‘五保’户”等农村因病因残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则实行托底
保障。

“今年 6 月以前，我们要把县里
新一轮扶贫对象的信息全部采集完毕
并录入系统。”在于都县扶贫办信息
中心，工作人员小李正在电脑面前忙
得不可开交。记者在该扶贫信息系

统 平 台 上 看 到 ， 仅 《贫 困 户 登 记
表》 里的登记事项就有 40 项，不仅
详 细 记 录 了 贫 困 人 口 本 人 的 情 况 、
贫困状况和原因，还明确了脱贫措施
和联系干部。“我们按照‘户有卡、
村有册、乡有簿、县有档’的要求登
记造册，并建立起了市、县、乡、村
扶贫信息系统平台，做到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不仅如此，我们还按照脱
贫出、返贫进的原则，以贫困户脱贫
进展为依据，及时进行数据更新，做
到有进有出、逐年更新、分级管理、
动态监测。”

启 示:

长期以来，扶贫开发存在
着 “ 不 扶 真 贫 ” 和 “ 不 真 扶
贫”的现象，导致一些真正的
贫困户和贫困人口没有得到帮
扶。赣州市通过多措并举实现

“精准到户”，因村施策、因户
施策、因人施策，让扶贫开发
更接地气。

案 例：

赣州市章贡区沙河镇罗坑村贫困户彭
友梅家中，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正在
进行。会议的主持人，是村党支部书记邱有
生，参加会议的有赣州市农工部驻罗坑村

“三送”干部郭年煜，还有不少村里的贫困
户代表。

“春耕马上就开始了，今天给大家带来
3 个好消息，一是在农工部的大力支持下，
咱们罗坑油茶专业合作社的牌子前几天给
办下来了；二是市里打算给村里每户贫困
户人均 1 万元的产业帮扶资金，大家可以
用这笔钱入股；三是市里准备在村里搞一
个集观光博览、农耕体验、科技示范、科
普教育、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油茶文化生
态博览园’。”会议刚开始，邱有生开门见
山地说。

“咱们村的条件大家也知道，山上那
几亩地根本就没法耕，用来种油茶正合
适，好在咱们离市区不远，发展乡村旅游
有条件。今天喊大家来，就是想听听大家
的想法和意见。”郭年煜补充道。

郭年煜话音刚落，与会村民便七嘴
八舌议论开来了。“有农工部的干部挂点
帮扶，这种油茶，技术上肯定没问题”“这
么说，咱们也可以吃上旅游饭了？”“我们
没意见，早盼望着你们带领大家脱贫致
富呢”⋯⋯

经 验：

变“大水漫灌”为“到户滴灌”

数据显示，“十一五”末，赣州贫困人口
高达 215.46 万，贫困发生率 29.9%，高出全国 16.5 个百分点，贫困
人口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实为罕见。然而，赣州市仅仅花了 3
年多的时间，就减少了 110 万贫困人口，赣州是如何做到精准实施
的？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梳理出几条主要原因。一是国家政策给
得好，《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
见》 和 《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1—2020
年）》 的出台，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和央企对
口帮扶政策，不仅让赣州收获了不少“真金白银”，更带动贫困
地区干部群众转变观念、优化思路，激发出了贫困县乡的创新活
力和内生动力。二是依托国家和省里的政策，赣州市制定了贴近
基层实际、贴近群众的精准扶贫开发规划，甚至制定出每个家庭
的脱贫计划，变“大水漫灌”为“到户滴灌”，真正让扶贫工作
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三是建立了长效的结对帮扶
机制。在赣州，9.3 万名机关干部下基层，实行定点、定人、定
责，保证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组，每户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
人，做到 5年不变，一包到底，群众不脱贫，干部不脱钩。

对此，于都县扶贫办主任王九龙深有感触：“放在以前，扶贫就
像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每年的扶贫政策、资金不少，可都是
撒胡椒面，效果不大，还导致不少地方不愿脱贫。现在不一样了，讲
究的是科学分类，因户施策。”“‘三送’干部结对帮扶，解决了精准
扶贫‘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赣州市组织部副部长、“三送”办主任
杨有谷说，“有的贫困村，几千号人，村干部就四五个人，怎么可能
帮得过来？‘三送’干部点对点帮扶，首先是弥补了基层组织和基层
干部在扶贫力量上的不足。其次，弥补了基层组织在扶贫资源上的
短缺，机关干部多少有点自己的人脉资源，要点小项目、小资金，对
基层来说还是很有用的。最后，弥补了基层干部责任上的缺失，在
扶贫的过程中，基层干部缺乏监管，扶贫资金很有可能落不到实
处，‘三送’干部驻村后，和基层干部相互之间有监督，可以促进扶
贫工作程序更加到位，基层干部也可以摆脱人情的制约，解决了基
层利益上的纠结。”

案 例：

在 全 南 县 南 迳 镇 大 田 村 山 坡
上，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原
来，他们正抢抓最近的晴好天气种
植各类树苗。望着树苗上那一抹嫩
绿，村民利才清打心底里高兴：“苗
是免费领的，这回我们增收更加有
保障了。”不远处，全南县厚朴生态
林业有限公司的技术员王海涛从行
距到株距，修枝、打叶、施肥等多
个环节，现场为村民讲解桂花树苗
的栽种方法和管理要点。“这些年，
县 里 通 过 ‘ 公 司 ＋ 合 作 社 ＋ 贫 困
户 ’ 的 方 式 ， 大 力 扶 持 ‘ 芳 香 苗
木’产业，方方面面都能得到政府
的扶持，加上这几年花卉、苗木市
场 行 情 好 ， 如 果 种 得 多 ， 管 理 科
学，利润可观。”利才清说。

在离大田村不远处的黄云村，
72 岁的谭伯弼听说自己家后院山上
种的 1000 棵苗木在 5 年之后能产生
30 万元的效益，很是吃惊。他将家
中的农田以每年每亩 300 斤稻谷的
价格流转给厚朴公司后，又和老伴
受雇于公司做锄草、培土的活计，
一天每人能有 80 元的收入。现在，
全县 6518 户贫困户中已有 5053 户
贫困户、15961 名贫困人口参与到
发展芳香花木产业中，种植苗木面
积达 1.6 万亩。全南县芳香苗木产业
规模初显，许多贫困人口因此圆了
致富梦。

经 验：

变“短期治标”为“长效
治本”

“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的殷殷之

语，道出了扶贫攻坚工作的任重道
远。作为著名的革命老区，赣州战
争创伤大、自然禀赋差、交通不通
畅、经济基础薄弱，都是摆在扶贫
攻坚面前的“拦路虎”。在实现“不
让一个贫困户掉队”的过程中，赣
州如何做好扶贫可持续、贫困人口
不返贫？

“我们一方面通过产业扶贫、搬
迁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金
融扶贫等扶贫方式，来不断提升自
身的‘造血’功能，一方面则通过
精准管理，健全帮扶、投入、社会
参与、绩效管理等机制，变‘短期
治标’为‘长效治本’。”赣州市副
市长刘建平说。

对贫困人口集中、有条件发展
产 业 的 地 区 ， 赣 州 市 实 施 产 业 帮
扶 ， 重 点 发 展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 从
2012 年以来，赣州市每年投入 1.8
亿元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提
供种苗、小额贷款贴息等方式，有
针对性地扶持脐橙、油茶、蔬菜、
苗木、养殖等产业。仅扶持脐橙产
业一项，就使全市 25 万种植户受
益，带动帮助近 30万人脱贫。

刘建平说：“有的贫困人口生活
在 深 山 区 、 库 区 、 地 质 灾 害 频 发
区，就地脱贫难、成本高、返贫几
率 大 ， 只 能 通 过 移 民 搬 迁 实 现 脱
贫。”为了让移民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赣州按照“整
体搬迁、梯度安置、差异扶持、综
合推进”的原则，加大资金整合和
政策支持力度，有序引导贫困户向
县城、工业园区、中心镇、中心村
搬迁转移，促进了扶贫开发与新型
城镇化、工业化的融合联动。

“其实，每户贫困户中只要有
1-2 个人实现稳定就业，基本上就
已经脱贫了。”赣州市就业局局长吴

玉明介绍，针对有一定劳动技能、
但没有实现劳务就业的贫困人口，
该市通过实施“雨露计划”、“金蓝
领工程”等，帮助贫困人口提高就
业能力，通过上岗就业实现脱贫。3
年 多 来 ， 赣 州 市 培 训 贫 困 劳 动 力
12.6万人，帮助 11.2万人上岗。

建章立制是实现扶贫可持续、
见长效的关键和保障。赣州立足实
际，先后编制出台农村扶贫开发十
年纲要、建设革命老区扶贫攻坚示
范区发展规划、罗霄山片区区域发
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精准扶贫实施
意见等，努力实现变短期措施为常
态 长 效 。“ 比 如 持 续 投 入 机 制 方
面，市里明确规定每年按照不低于
财政收入 2％的比例安排专项扶贫
资金，用于贫困村、贫困户产业帮
扶及提供相应的免费担保。与此同
时，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
统筹安排、集中投入、各司其责、
形成合力’的原则，对上级涉农补
助资金进行整合。总之，就是要把
扶贫资金用在最急需、最管用的地
方 ， 握 指 成 拳 ， 精 准 投 入 ， 防 止

‘撒胡椒面’和‘跑冒滴漏’。”市
财政局农业科科长胡伟林介绍说。

启 示：

真 贫 假 贫 如 何 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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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万户谁来帮

怎 样 扶 贫 可 持 续

单纯的“扶钱扶物”的输

血 扶 贫 模 式 ， 只 能 治 “ 标 ”，

不 能 治 “ 本 ”。 在 扶 贫 攻 坚

中，更要扶人扶智，帮助贫困

地区大力构建特色产业、大力

发展教育事业，多措并举增强

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通

过“造血”实现脱贫不返贫。

精准扶贫、全力攻坚，精准帮扶是根本。扶贫政策

再好，落不到实处也枉然。赣州 9.3 万名机关干部走村

入户结下“穷亲”，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不仅扶

起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希望，更架起了干群关系的

“连心桥”。

上图 在赣州市，每个村组的贫困户家门

口都悬挂着这样一张联系牌。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中图 图为龙南县就业扶贫福利厂。

本报记者 赖永峰摄

下图 在赣州市于都县上欧工业新区移

民搬迁扶贫安置示范区，一栋栋高楼拔地而

起。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上图上图 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后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后，，赣州市兴国县长冈乡合富新村焕然一新赣州市兴国县长冈乡合富新村焕然一新。。

右图右图 赣州市章贡区沙河镇罗坑村党支部书记邱有生指着一片刚刚开垦的山地赣州市章贡区沙河镇罗坑村党支部书记邱有生指着一片刚刚开垦的山地，，高高

兴地说兴地说：“：“这里准备发展油茶产业这里准备发展油茶产业，，带动乡亲致富带动乡亲致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兴兴摄摄

启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