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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驻村扶贫工作队的故

事，只是安徽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轰轰烈烈大剧的几个片断。

尽管安徽省贫困人口从

2011 年 的 790.2 万 人 减 少 到

2014 年底的 401 万人，但脱贫

任务依然较重（贫困人口居全

国第 8）。同不少地方一样，扶

贫开发依然是安徽省经济社会

发展最突出的短板。要如期实

现到 2020 年在现有标准下全

部脱贫，安徽省每年至少要减

贫 80 万人。时间紧、任务重、

投入多、压力大。

中央提出在扶贫攻坚中，要

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

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注重抓六

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

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

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

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

到扶贫对象身上。坚持分类施

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

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

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

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

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扶贫办主任刘永春介

绍说，为做好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安徽省采取了一

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因村派人精准”，选派优秀青年干

部组成驻村扶贫工作队，就是一个特别举措。经过一年

的实践，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效果。

从去年 10 月起，安徽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陆续选拔

10392名扶贫工作队员，奔赴已建档立卡的3000个贫困村；

精选热爱“三农”工作、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有一定理论

素养和政策水平、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的优秀干部担任工作

队队长；采取“一村一策、一户一法”，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特色产业，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不脱

贫，不脱钩，努力争取通过为期3年的驻村帮扶实现脱贫。

“要派就真派，要派就派真。”安徽省明确规定，包村

单位主要领导是帮扶贫困村的第一责任人；而扶贫工作

队队长由包村帮扶单位选派，他就成为包村单位包户干

部与贫困户的总联络员。这样，工作队队长的人选是否

“精准”，工作是否卓有成效，就与整个帮扶单位紧紧联在

一起，做到“选派一人，单位支持，全体有责”。

既然扶贫工作队是精准扶贫的一线指挥所，那么，就

要确保工作队员尤其是工作队长，要“驻得住、扎得下、干

得实”，不能当“走读队长”，更不能当“挂名队长”。安徽

省要求扶贫工作队队长吃住在村里，每年在岗时间不得

少于 220 天。而且，扶贫工作队由县（市、区）组织部、乡

镇党委、派出单位共同管理，队长要定期汇报工作情况，

有关部门要定期监督考核。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安徽省采取一系列保障措施，

保护和激励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的奉献精神。省政府专门

为每个扶贫工作队安排 5 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省市县财政每年为每个驻村工作队安排

5000 元工作经费，并统一为驻村干部购买意外伤害保

险；各派出单位为驻村干部每人每月给予 600 元的伙食

补助并提供差旅交通费用。

扎扎实实的举措带来扎扎实实的收获。去年，安徽省

减少贫困人口83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7%下降到7.5%。

我们期盼着继续讲述他们从脱贫到小康的故事！

扎实才能精准

文

晶

村 里 来 了 扶 贫 工 作 队
——安徽选派干部驻村落实精准扶贫扫描

本报记者 白海星 文 晶

扶贫工作如何做到精准？创新扶贫如何见到实效？去年开始，安徽省选派优秀干部建立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创新实践，已取得初步成

效。前不久，国务院扶贫办在安徽召开全国干部驻村帮扶工作现场会。在这里，记者调查了解到几个驻村扶贫工作队的故事——

田头村驻村扶贫工作队的月计划。

新浒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情况一览表。

彭年友（右）和贫困户在一起谈生产情况。

上图 新浒村党员示范田。

右图 金寨光伏扶贫为贫困户建的分户式光伏电站。

坚决啃下硬骨头

尽管这 200 多平方米的两层小楼还
只是毛坯骨架，为盖这幢房子又欠下不
少债，但 27 岁的女主人村民周选平仍然
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与我们原来那
个又矮又潮的十几平方米的老屋相比，
简直就是豪宅了”。她告诉记者，盖房欠
下的债务不算什么，有两年就可以还
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国家的政策
好，特别是有彭书记的关照，我们家很
快就会脱贫的。”周选平充满信心地说。

“我今年的 6 亩地由水稻改种薏仁
米，收入翻两番，这第一功劳就是彭书
记的。”56 岁的俞喜来告诉记者，他们
70 多人的上河村民组以前没有路，什么
都靠肩挑背扛，彭书记来后领大家架桥
铺了沙土路，最近又要铺成水泥路⋯⋯

村民们所说的彭书记名叫彭年友，今
年 40 岁，是岳西县政府扶贫办的办公室
主任。去年 10 月，彭年友被县委县政府
选派到离县城 60 多公里的田头乡田头
村，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
记。田头村的帮扶单位包括县扶贫办、县
统计局和安徽乘风制药有限公司，彭年友
任队长的工作队还有 3 人，一名是县统计
局办公室主任任联络员，一名是包村的副
乡长，还有一名是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的
大学生村官。

岳西县是全国重点贫困县，田头村
又是岳西县的重点贫困村。全村总面积
有近 20 平方公里，都位于海拔 550 米以
上，在大别山属于高寒山区。田头村下
辖 28 个自然村 565 户 2000 多人，五保
户、低保户、贫困户达 311 户 741 人，
去年人均收入只有 5860 元。扶贫难度显
而易见。

面庞黝黑的彭年友站过讲台，是个有
激情、有干劲、有想法的人。他和工作队
员们一起以“围绕扶贫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扶贫”为主题，完善村“两委”工作制度，
制订年度脱贫计划和三年脱贫规划；同
时，深入贫困户家中，一户户摸清家底、致
贫原因、收入状况，使贫困户家家有手册、
帮扶干部个个有任务，做到“底数清”；建
立问题台账，做到“问题清”；制订帮扶计
划，做到“对策清”；制订脱贫计划和时限，
做到“任务清”。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
上，县扶贫办和县统计局的 22 名干部结
对帮扶 250户。

问题找到了，规划定好了，制度建
立了，彭年友和工作队开始大干了。首
先是修路。他们从县扶贫办、统计局和
乘风制药公司争取到一部分资金，以及
中央财政老区专项资金和中石化的 200
万元扶贫资金，给上河村民组 （自然
村） 架设两座桥和铺设 1.5 公里的沙石
路，为南河村民组浇筑 3.8 公里的水泥
路，完成王湾村民组 4.9 公里水泥路路
面的整修。预计到明年上半年，所有村
民组的道路都可以实现硬化，组组通水
泥路。路通畅了，山村致富就有了基础
保证。

驻村一年间，彭年友领导的工作队
重点抓了村里的致富产业发展。田头村
有茶园 480 亩、桑园 475 亩，多年来村
户以种植茶叶为主。驻村不久，工作队
就引进了一家龙头企业，动员村里 49 户
贫困户以荒田、荒地入股，发展油茶产
业 280 亩。同时，引导村民们改变传统
种植业，由水稻改种薏仁米，俗称五谷
米，是一种高营养作物，市场上很抢
手，其经济效益是水稻的四五倍。工作
队拿出 5 万元作为奖补资金，每亩种植
奖励 200 多元。以前是零打碎敲有人种
点儿，今年一下子就发展了 250 亩，并
且成立了薏仁米专业合作社，动员贫困
户把外出打工人家的抛荒地也承包起
来。仅此一项，每年就可增收近百万
元。此外，工作队还在村里流转了 10 亩
水田试种玫瑰花，如果生长顺利，两年
后每亩能增收 4000元。

工作队的努力，感动了乡亲们，经常
有群众请他们一起吃饭。乡党委书记王
金禄评价他们是“指挥员、战斗员、服务
员”。村支书蒋朝阳说：“工作队思路清
晰，扶贫精准。我们班子的凝聚力更强
了，群众更理解了。”

刚做完胆切除手术不久就来田头村
扶贫的彭年友，已经走遍了 28 个自然村
民组，185 户贫困户，对一年来的扶贫工
作感触，他说：“只要捧出‘四颗心’——诚
心、热心、细心、恒心，我在群众眼里就不
会是‘城里来的书记’，而是‘我们村的书
记’。今年我们村有 88 户脱贫，到明年
底，我们会提前一年实现整体脱贫！”

破釜沉舟扎下去

果子园乡姚冲村是离金寨县城 70 多
公里的行政村，从去年 10 月底起，汪立志
就扎在了这里，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第一书记。来之前，他主动要求县委
免去他组织部干部教育科科长职务。“这
样做一举两得：一是科里工作有人顶上，
我不再牵涉精力；更重要的是，我自断后
路，破釜沉舟，一定要使这个村彻底脱贫，
否则，我无颜见江东父老。”

姚冲村的贫困面不算大，288 户中
有 53 户是在册贫困户，1185 人中有 144
人属于贫困人口，但自然条件较差，8
个村民组都属于海拔 650 米以上的高寒
山区，交通不便，资源匮乏，主要是因
学、因病、因残而致贫，脱贫难度很
大。去年人均收入不到 5000元。

汪立志带领的工作队上任后第一件
事，就是摸清村里的贫困情况：第一步，经
个人申请、按照倒排名单交村民大会审
议、公示后由乡审核、再公示后由县审核，
以保证精准扶贫；第二步，请帮扶单位县
委组织部、县委老干部局、县残联支持，安
排帮扶干部与每个贫困户结对；再规章建
制，制订帮扶计划和脱贫规划。

如何落实脱贫计划使村民们尽早致
富？工作队扬长避短。姚冲村有 60%的
村民外出务工，有的是全家外出，在自
然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这是一条致富

“捷径”。对此，汪立志和工作队员们借
机动员村里外出创业成功人士尽量吸收
本村贫困户去就业，利用他们在县城、
省城及各地的人脉，解决贫困人口外出
务工场所，今年就介绍 26 户 72 人外出
打工。对家里有老人需要看护、有孩子
上学需要照顾而不能外出打工的贫困
户，工作队请来县职业学校老师免费培
训实用技能，安排了 5 户就地打工，每
户每年可收入 2500至 3000元。

不是所有人都能外出打工，留在村里
的人怎么脱贫？汪立志和工作队员们及
村干部打起了山核桃的主意。姚冲村所
处海拔 600 至 800 米高寒地带，正是山核
桃最佳生长环境。这里有自然生长的山
核桃 5000 多亩，一些村民“靠天吃饭”每
年都能有些收入。今年，工作队争取到县
林业和扶贫部门的资金支持，安排村民、
包括 12 户贫困户管理野生山核桃 1000
亩，利用抛荒山地新种植 180 亩，预计挂
果后每户每年至少增收 1500元。而村里
有抛荒山地 3000 亩，适合种植条件的达
2000 亩 ，计 划 在 3 年 内 分 批 种 植 山 核
桃。“三四年后这些树全挂果，姚冲村就彻
底脱贫啦。不过，那时我可能已经离开这
里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眼下，汪
立志和他的工作队正筹划山核桃苗款，那
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汪立志和扶
贫工作队还真干了不少事。利用省里的
光伏扶贫优惠政策，为 22 户贫困户安装
了分布式光伏站，每户每年增收 3000

元，村里建造了 2 个 60 千瓦的电站，每
年村集体收入超过 10 万元。争取各类资
金 300 多万元，新修通村水泥路 5 条 1.7
公里，架桥 1 座、修池塘 7 口、修复道
路护坡和河堤 300 多立方米、新挖排水
沟 650 米、新装路灯 30 盏。有 300 多年
历史的姜湾古民居是国家级保护项目，
近年已有一些游客慕名游览，村里配合
省里有关部门实施开发性保护，并动员
群众发展山羊、黑猪、土鸡等传统养殖
业，逐步开展“农家乐”实现增收。有
3 个村民组分布在高寒山区，通电通水
通路的成本巨大，工作队在中心村规划
出可容纳 40 户人家的移民新居，已经平
了土地、通了水电、修了道路，目前有
七八户人家提出申请建新房。

“两个结合”创新路

岳西县响肠镇新浒村的扶贫工作队
可谓“阵容庞大”——县委组织部农村
基层组织办公室副主任王瑾任队长、第
一书记，帮扶单位县物价局派出联络
员，还有 1 名大学生村官，包村的副镇
长、镇纪委副书记、镇民政办主任、镇
计生委主任，都是扶贫工作队队员。

王瑾带领扶贫工作队驻村后，摸清情
况，建章立制，“抓党建促精准扶贫，抓产
业促精准脱贫”，通过“两个结合”，实现

“两个转变”，真扶贫，扶真贫。
第一个结合是工作队员与村里党员

的结合，建立“工作队员—党员—贫困户”
分级联系制度。驻村工作队员和村两委
干部 11 人，每人对外联系 3 至 5 名包村干
部，对内联系 4 至 5 名党员、20 至 25 户贫
困户；48 名党员每人就近联系 5 至 6 户贫
困户，成为工作队员的“耳朵”和“眼睛”；
实现了贫困户全覆盖。

第二个结合是把合作社与贫困户结
合在一起。工作队和镇村党组织动员在
外创业有成的党员回村发展种植业，带
着百万资金成立了山水间种养专业合作
社，吸收了包括 60 户贫困户在内的 200
多户农民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
社，集约土地 350 亩，利用离县城近的
地理优势，种植时令蔬菜；邀请安徽省
农科院在村里建育种基地，请专家指导
种植 80 亩四季豆，每亩增收 6500 元；
还引进种植安溪黄金芽茶 70 亩，预计 3
年后可采摘。

比起种植传统水稻，加入合作社后收
入要高得多，甚至比外出打工都来得实
惠。土地入股每年每亩能分红 500元，在
合作社里打工每天能挣到 90 元。一些留
守妇女可以一边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孩
子，一边在合作社弹性务工。去年底，合
作社一次性发放工资和红利 60 多万元，
全年发放工资 100 多万元。合作社的发
展使贫困户们看到了希望，自觉完成了从

“不愿种田”到“我要种田”、从传统农民向
“产业工人”的转变。

去年，新浒村有 50 户贫困户 209 人

率先脱贫；今年预计将有 68 户 279 人
脱贫。

王瑾和他的扶贫工作队，对于村里
尚存的 100 多户 300 多人的如期脱贫，
信心满满。

越是艰险越向前

就任金寨县油坊店乡东莲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第一书记的郑展朝和他的扶
贫工作队，在这一年里真可谓是“创业
艰难百战多”，连续遭受暴雪、山洪、台
风 3 次大灾的考验。在那些日子里，工
作队成员整晚整晚不能睡觉，和党员干
部一起动员村民转移，还要背老人过
河。由于应对充分、转移及时，没有出
现伤亡情况，这让工作队员们长出了一
口气。

东莲村有贫困户 324 户、贫困人口
824 人。村民们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茶
叶和外出打工。全村 3078 人中有 1500
多人在外务工。

工作队长郑展朝是省派干部。这个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主任科员就任驻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以后，骑着摩托车跑遍
了 30 个自然村。有的地方没有像样的
路，就是摩托车也上不去，他就步行爬
山去贫困户家走访。他吃住在村里，在
村民家搭伙，有时工作千头万绪，连吃
饭都顾不上。65 岁的低保户王忠厚左手
有残疾，养女出嫁后孤身一人生活。他
告诉记者，郑展朝是个好书记、好人！
为了他家的光伏发电，郑展朝不知跑了
多少趟。村里为王忠厚老人建了 3 千瓦
的分布式电站，财政补助 1.6 万元，个
人 拿 8000 元 ， 每 年 可 获 净 收 入 3000
元。王忠厚老人的个人出资部分，是工
作队和村干部联系的小额贷款。

在东莲村，郑展朝和他的扶贫工作
队发挥优势，使出浑身解数，为村里争
取资金。省政府办公厅是东莲村的帮扶
单位，从办公经费中挤出 24 万元为村里
建设 60 千瓦光伏电站。多方筹集 40 万
元，新修了 1500 米道路，硬化了 1370
米的村级路。通过 50 万元的产业扶贫整
村推进资金，发展 50 亩蔬菜基地，增加
村民收入。明年村里预计拿到 110 万元
的美好乡村建设示范点资金，将用于修
路、架桥、改建河道等。

现在，有一件事让扶贫工作队伤脑
筋。东莲村是著名的六安瓜片茶叶核心
产区，由于海拔高、雾气大，茶叶特色
鲜明。村里有 1500亩茶园，今年又改造
了 400 亩老茶园，工作队还拉来了十几
吨茶叶专用肥供村民们无偿使用，使茶
叶产量大幅提高。但是，茶好却卖不出
好价钱。因为气候的原因，村里的茶叶
要比山下晚十几天采摘，等到上市就有
些晚。对此，工作队请过专家，联系过
大茶商，也考虑过适当扩大种植面积以
求得规模效益，试图把茶叶这个主导产
业做大，尽快让全村农户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