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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棉花村上新屯是典型的大石山区贫困村屯。这是屯中的人畜饮用望天蓄

水池。 廖光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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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打赢“十三五”脱贫攻坚战，贵在精准，

重在精准。怎样才能做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

脱贫？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深入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就

此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在深入 3 个贫困村屯、走

访 29 户贫困户，了解贫困现状、剖析致贫原因、摸清

帮扶需求的基础上，就如何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

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意见。现将调

查报告全文刊发。

广 西 罗 城 贫 困 村 调 查
彭清华

2015 年 8

月 17 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党

委书记、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

主 任 彭 清 华

（右二）到河池

市罗城仫佬族

自治县榕木村

寨洲屯贫困户

吴荣梅家中走

访调研，共商

实现精准脱贫

有效路径。

黄 克摄

今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广西代表团审议时，叮嘱我们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
到位，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在国家推
进脱贫攻坚的新阶段，如何做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
精准脱贫？我来到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罗城
县，就此问题进行调研。罗城县地处大石山区，是全国
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全县总人口 38 万人，其中贫困
人口超过 10 万人。两天时间里，我重点深入到东门镇
榕木村寨洲屯和四把镇棉花村上新屯、下新屯，先后走
访 29 户贫困群众，召开两场座谈会，通过“解剖麻
雀”，力求为全区打好脱贫攻坚战理清一些思路。

走进贫困村

交通条件差、房屋简陋、资源
匮乏等，是贫困地区相似之处

滇桂黔石漠化区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
一，广西片区涉及 7 市 35 个县 （区）。榕木村和棉花村
就坐落在这片区内。榕木村寨洲屯共有 76 户 351 人，其
中壮族人口占 95%，在近期开展的精准识别试点初评
中，寨洲屯贫困发生率为 44.41%。棉花村是一个仫佬
族聚居村，我所到的上新屯有 26 户 85 人、下新屯有 19
户 83人，2014年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89.41%和 100%。

贫不贫，在通行。从榕木村委到寨洲屯是一条 5 公
里长的狭窄砂土路，坑坑洼洼，村民反映，由于交通不
便，他们卖猪的价格比通水泥路的村屯每斤要便宜 1 至
2 元钱。通往上新屯、下新屯的是更加崎岖陡峭的砂石
路，两车相会，需要大老远就停下来相互避让。两屯之
间由一条小土路相连，村民只能步行往来，屯里孩子要
走上一个多小时到山外去上学。要致富先修路，这里的
老百姓有更深的感受。

富不富，看房屋。一个村子的贫富程度，往往从村民
的房子就能看出眉目来。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壮族村落，
多数是土木结构的瓦房，有半干栏式和全地居式。老式
建筑人畜混居现象较为普遍，房子分上下两层，牲口“住”
底层，比较低矮；上层住人，木地板，木板墙，也有的是泥
砖墙；顶上还有个阁楼，一般用来存放粮食。村民们打趣
地说，底层是“畜牧局”，中间是“人事局”，上顶是“粮食
局”。寨洲屯就是这种类型的壮族村，有 55 座泥坯或木
板房，其中 17 座是危旧房。有的村民住房十分拥挤，吴
世文、吴世相两兄弟家共 8 口人，各自只有一间 8 平方米
的卧室，共用一个客厅。类似情况的家庭还有吴代居、吴
世员、潘代军、潘代友等农户。上新屯、下新屯是仫佬族
建筑风格，房子不大，小院落、高地台、青瓦顶、土砖墙。
听一村民说，自家房子是爷爷的爷爷盖的。村里这样的
老房子还有不少，有些年久失修，墙面、屋顶、房梁等受损
严重，透风漏雨。村民吴天能家住房拥挤，77岁的老母亲
只得与家里养的猪同处一屋。

在这 3 个屯调研，遇到的不是老人、妇女，就是小
孩，很少见到青壮年。村干部说，寨洲屯有一半以上的
劳动力长年外出务工，上新屯、下新屯平均每户约有一
人在外务工，有的甚至举家外迁。下新屯吴天壮夫妻长
年在外务工，只留下年近古稀的老父母在家相依为命。
也有不少家庭是年轻父母外出打工，把年幼的孩子留给
爷爷奶奶去带。因为贫穷，村里还有不少男人娶不上媳
妇。寨洲屯超过 40 岁的光棍有 8 人，上新屯有 10 名中
年男子没娶媳妇。外村姑娘不愿嫁到穷村来，加上仫佬
族有男子“两边走”和入赘的婚俗，上新屯有 13 人入
赘到外村、1人“两边走”。

脱贫致富需要一定的资源条件。比较而言，寨洲屯
自然条件好一些，全屯人均耕地 0.9 亩，还有一些林地
和开荒地，水源也不缺。屯长说，以这样的条件，只要
把基础设施搞好，把产业发展起来，是不会过穷日子
的。上新屯、下新屯的条件就差多了，人均只有 5 分
地，还七零八碎，说“草帽一扔盖块地”也不算太夸
张。这里降雨量并不少，但属喀斯特地貌，水都从地底
下漏走了。我看到一个山石围成的水柜，内壁长着“绿
毛”，水面还漂着一些腐烂物，几根细细的管子把水引
向村民家，这就是他们主要的饮用水源。冬天水枯了，
只得翻山越岭到 4 公里外去挑水。实在是一方水土养不
活一方人，村民们最大愿望是迁到山外条件好一些的地
方去住。

走访贫困户

劳力、耕地、技能、保障等要素
的不足，成致贫主因

这次调研，我尽量多走访一些贫困户，看看他们的
境况，听听他们的心声。两天走下来发现，尽管各家有

各家的难处，但群众致贫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缺劳力。大多属两种情形：一种是因病因残

丧失劳动能力，另一种是因青壮劳力外出务工家里无
人种地和照看。寨洲屯吴祖恩家是我走访的第一个贫
困户，老吴耳聋，女主人潘金花告诉我，全家 6 口
人，女儿女婿长年在广东打工，老两口年过六旬、体
弱多病，还带着两个小孙子，只好把自家承包的几亩
水田无偿给别人耕种，留下 2 亩旱地种点玉米糊口，
日常花销主要靠低保费和养老金，二老加起来每月
400 元钱。女儿女婿有时寄点钱回来，主要供孙子读
书。当我问每年给家里寄回多少钱时，主人支吾着
说：“一点啦，油盐钱，不多的。”再问，回答的还是
这句话。据说，每家在外打工的情况不一样，给家里
多少钱村民一般不愿对人透露。村干部反映，由于青
壮劳力大都外出打工，留下老弱病残，种点东西主要
自己吃，很少拿出去卖钱。

二 是 缺 耕 地 。 耕 地 是 大 石 山 区 最 稀 缺 的 资 源 ，
这在上新屯、下新屯尤为突出。下新屯谢福四一家 6
口，只有 1.2 亩水田、1 亩旱地和 2 亩林地，且大多
散 落 在 大 石 缝 里 ， 非 常 瘠 薄 ， 一 年 的 收 成 仅 得 600
斤 左 右 稻 谷 、 400 来 斤 玉 米 ， 林 地 前 年 刚 种 上 核
桃 ， 还 没 有 挂 果 。 多 数 农 户 还 做 不 到 自 给 自 足 。
2014 年，这两个屯的农业经营性收入折合现金人均
不足 280 元。

三是缺知识技能。在上新屯谢福科家，老谢告诉
我，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在本镇打工，老二、老三分
别 39 岁、35 岁了，只有小学文化，没什么职业技能，
虽然长年在广东打工，但收入不高，至今都没成家。
这不是个别现象。寨洲屯 351 名村民中，具有高中、
中专、中职学历的只有 3 人，其余都是初中及以下学
历。上新屯、下新屯 168 名村民中，除 1 人在上大学和
12 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外，其余均为小学文化程度或
文盲半文盲。外出务工者基本未受过职业技能培训，
普遍从事苦、累、重、脏且收入低的工种。如上新屯
的谢体锋，25 岁，初中文化，从事搬运工作，月收入
只有 1800 元；下新屯的吴桂雪，27 岁，小学文化，从
事清洁工作，月收入只有 1500 元。由于文化水平和职
业技能低，也有的村民不敢走出去，只能留在家里搞
些种养维持生计。

四是缺大病保障。我走访的几个屯，都存在因伤因
残因病致贫或返贫的情况。潘小明家有 7 口人，原本家
境还算不错，先是妻子因风湿性心脏病住院做手术，花
了 10.67 万元，除新农合报销部分外，家里需支付 6.12
万元；接着是大儿媳早产生了一对双胞胎，家里又要负
担住院费等 6 万多元，从此背上巨大债务包袱。当地干
部反映，寨洲屯因病致贫的有 16 户，因残致贫的有 3
户，占该屯贫困户总数的 48.6%；上新屯和下新屯因病
致贫的有 13 户，因残致贫的有 4 户，占两屯贫困户总数
的 43.6%。

村民盼什么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
发展、提高公共服务、尽早搬迁等，
是贫困群众心愿

除了家访，我利用晚上和中午时间，先后在寨洲
屯、上新屯召开了两场座谈会，了解基层干部和村民的
所思所盼。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直来直去，不绕
弯子。看得出，村民们对党和政府充满信任，对尽早脱
贫致富、过上好日子充满期待。归结起来，村民主要有

“四盼”。
一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寨洲屯屯长潘世怀开门

见山，请求上级党委、政府帮助该屯解决三件事：修
一条全长 5 公里的进屯水泥路；铺设一条长约 6000 米
的水管，引山泉水灌溉本屯后山 200 多亩的“望天

田”；建设一项排洪工程，解决汛期内涝问题。棉花村
村支书刘吉恩说，村里还有 4 个屯没有通路，一个屯
没有通电，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困难，请求上级帮助
解决。

二盼加快产业发展。座谈会上村民谈得最多、最热
烈的话题是如何发展产业，就地脱贫。吴美枝是棉花村
的一位中年妇女，孩子 7 岁那年，丈夫不幸去世，她一
直在外打工，供孩子读书。前年她回家开荒种植毛葡
萄，政府免费提供种苗、水泥杆架和部分肥料等，目前
已种下 30 多亩。她说，如果能得到优惠贷款解决毛葡
萄种植初期施肥问题，她还想扩种 50 亩，几年后有了
收入就能偿还。村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按照毛葡萄每
斤 3 元的收购价格，正常管理 4 年后亩产量可达 1200
斤、产值 3600 元；砂糖橘价格稳定的话，第四年亩产
量可达 2000 斤、产值 6000 元，第六年进入丰产期后亩
产量 6000 斤、产值 1.5 万至 2 万元；核桃种植期长一
些，管理成本也低一些，到第八年才能结果，按干果 25
元/斤收购价计算，初产期亩产值 750 元，第十三年进
入丰产期后产值可达 7500 元。村民们说，只要产业发
展起来了，脱贫致富就有了保障，很多在外务工的也愿
意回来。

三盼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些村民反映，
他们的最大愿望是改善农村医疗、教育培训和社会保
障。棉花村村民吴金花，儿子患尿道结石，虽然参加了
新农合，但自己还需要承担一部分，就这点钱也拿不出
来，不敢去医院做手术。棉花村妇女主任谢琼香说，她
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以前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当了村妇
女主任以后，参加各种培训机会多了，素质技能得到了
明显提高。她现身说法，认为治贫必先治愚。寨洲屯村
民潘凤娇，有两个孩子，大女儿 12 岁，今年小学毕
业，成绩很好，她说再苦再难也要供孩子读书，绝不让
孩子们像自己这样受穷。还有几位村民在发言中希望党
和政府高度关注村里孤独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关爱和服务
问题。

四盼尽早“挪穷窝”。与寨洲屯相比，上新屯和下
新屯缺水少地，只能搞移民搬迁。年初，当地政府决
定在附近水土条件较好的水虎口设立移民搬迁安置
点，村民们非常兴奋，没等政府补助资金下来就自筹
资金先干起来了。我来到这个安置点，看到工地上热
火朝天，近万平方米的土丘已经平整为宅基地并切块
分到户，多数农户已下好房屋地基，快些的房子砌到
了一层。建房资金，政府补助一点，贴息贷款一点，
农户自筹一点。少数特困户实在拿不出钱，短期也没
有还款能力，还要采取一些特殊扶持办法。当地干部

说，经过这些年的工作，群众的思想观念已发生很大
变化，对搬出祖辈居住的深山不再抵触了，关键是钱
从哪里来，搬到哪里去，搬迁后如何发展？这些都需
要认真谋划和解决。

我们怎么做

全力补齐短板、扶贫精准识别、
差异化帮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等，是今后工作重点

通过这次调研，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贫困群众的生活
艰辛和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深感肩上的担子沉甸甸
的。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很
多，必须在找准着力点上下功夫、求实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补齐“短板”。经过多年的
艰苦努力，我区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至
2014年底，全区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0年的 1012万人减
至 538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23.9%下降到 12.6%，但农
村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状况尚未根本
改变，仍然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榕木村和棉
花村是全区 5000 个贫困村的缩影。实现 2020 年与全国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脱贫目标，从今年开始，全区
平均每年要帮助 800 多个贫困村“摘帽”、90 万农村贫
困人口脱贫，时间十分紧迫，任务异常艰巨。必须以强
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下定决心，采取超常举措，在这个
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含糊、任何动摇、任何懈怠、任何
推责。

精准扶贫首先要抓好精准识别。精准识别是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基础和前提。抓好精准识别，要着
力解决好识别什么、谁来识别、如何识别的问题。识
别什么？关键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定指标体系。
一般来说，贫困户的收入构成，除了现金收入，也有
非现金收入，除了在本地的收入，还有在外地的务工
收入，很难一一核实，需要建立一套包括其家庭人
口、收入、住房、耕地、生产资料、劳动力乃至孩子
上学情况、病残家庭成员等要素在内的综合指标体
系，按照一定权重逐项登记打分。从群众反映看，这
样识别比单纯地通过自报收入来判别贫困程度更为客
观和准确。谁来识别？可以由下派干部、工作队员和
贫困村第一书记组成工作组，在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
参与配合下进行。之所以要以外派人员为主，是因为
派去的同志文化素养高一些，便于掌握政策，且在当
地没有复杂人情关系，较为超脱，更有公信力。如何
识别？关键是要严把群众申请关、入户调查关、民主
评议关、公示监督关、审核确认关，健全纠错机制和
责任追究制，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确保公开透
明、公平公正、群众满意。

因村因户施策，实行差异化帮扶。广西山区面积
大，村屯小而分散，一村多屯较为普遍，不同的贫困村
屯、贫困人口，在贫困程度、致贫原因、帮扶需求上有
很大差别。必须以贫困户和自然屯作为精准识别的基本
单元，以行政村作为产业开发规划的重点，对不同的贫
困对象采取差异化帮扶措施。就地发展产业是脱贫主攻
方向，要抓好产业发展规划，切实解决金融支持、技术
服务和市场开拓等问题，提高农民生产组织化程度，积
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行一村一品，把贫困村变
成专业村、贫困户变成专业户。务工收入是贫困户主要
收入来源，要多渠道加强农民工就业和专业技能培训，
着力提高他们的岗位适应能力和收入水平。移民搬迁是
脱贫攻坚的一块“硬骨头”。广西需要搬迁的贫困人口
达 100 万，要采取特殊政策抓好这项工作，确保他们搬
得出、稳得住、有收入、能致富。此外，对因病致贫返
贫的贫困人口，通过大病医疗救助扶持解困；对丧失劳
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行低保政策兜底脱贫。对贫困家
庭的孩子，要确保他们能上学、能就业，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头作用和群众的主体作
用。帮钱帮物，不如帮建一个好支部。各级党委、政
府抓扶贫，不能代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主心骨和领头
羊作用，不能代替贫困群众自身的努力奋斗。要着力
选准配强村级班子，选好培训好带头人。充分激发贫
困群众的主体意识，以各种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凝
聚起来，只要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出来，事情
就好办了。要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村屯脱贫规划编制、项目选择实
施、资金使用管理监督等过程，让群众真正成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