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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财 政 为 脱 贫 攻 坚 助 力
本报记者 崔文苑

打开云南省贫困地区分布图，绝大多
数地区都呈现代表“贫困”的颜色，其中最
刺眼的莫过于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滇西边境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
漠化区、迪庆藏区。这四个地区所涵盖的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片区县达 93 个，
占全省所有县的四分之三，贫困县和片区
县数量居全国第一。

对于山区面积达 94%以上的云南省
来说，恶劣的自然条件限制了生活、生产
空间，提高了扶贫开发成本。

对此，云南省财政厅提出，在财政扶
贫工作思路上坚持“八个一起抓”，即解决
脱贫与巩固脱贫一起抓；基础设施建设与
培育产业一起抓；增加收入与提升素质一
起抓；就地扶贫与易地扶贫一起抓；近期
扶贫与长远扶贫一起抓；政府引导与自力
更生一起抓；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一起
抓；保护生态与开发资源一起抓。在财政
扶贫工作目标上着力建设“七个好扶贫工
程”，即盖好安居房，修好致富路，造好稳
产田，抓好增收业，育好文化人，护好环境
美，选好带头人。

撬动多方融资，解决“钱从
哪里来”

与“到 2019 年，现行标准下 471 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3 个贫困县
要全部摘帽”的任务相比，云南省更困难
的是薄弱的财力。贫困地区的老百姓人
均年纯收入只有 6314 元，仅为全国平均
水平的 64%。“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是做好
扶贫工作的关键。”云南省财政厅厅长陈
建国说。

扶贫攻坚，资金缺口有多大？
“仅易地搬迁一项，2016 年就需要

150 亿元。”云南省财政厅副厅长赵晓静
说，目前中央及各地政府大幅增加扶贫投
入资金量，按照不低于每年中央财政投入
云南省专项扶贫资金量 30%的标准，省
财政进行资金投入。即便如此，2016 年
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投入约 100亿元，只够
易地搬迁一项任务的三分之二资金。

缺口资金从哪里来？
成立平台公司是解决资金来源的重

要途径之一。这种按照“政策性公司，市
场化运作”成立的融资平台，已在云南遍
地开花。记者了解到，一种是“大平台”，
比如省财政厅用 63.4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云南投资控股集团投资 2 亿元，共
同成立云南省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作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国家专项建设
基金、政策性金融贷款的承接主体和投融
资主体。”云南省财政厅农业处处长宁亚
宁介绍说。另一种是遍地开花的“小平
台”，全省 93 个重点县和片区县，相继成
立易地扶贫搬迁平台公司，承接易地扶贫
搬迁相关资金。

但扶贫项目利润微薄，如何保障这些
平台公司正常运转？“这就需要注入资金，
做强平台公司投融资能力。截至今年 1
月底，省扶贫公司向各县平台公司注资合
计 18.6亿元。”宁亚宁说。

如何做好风险防控？“一方面建立风险
补偿金，另一方面对县级融资平台进行规
模控制，对高风险地区融资能力尤其要进
行严格限制。此外要明确划分政府债、企
业债的类型。比如，用于公路等基础设施
的项目使用政府债，其他投资例如城市管
廊、水务等回报有保障的，通过发企业债筹
集资金。”保山市财政局局长杜春强说，同
时，对于县里的平台公司，虽然省财政注入
资金，但并不“直管”，而是委托给县政府，
由其负责管理。此外，为减轻基层政府负
担，国家中长期政策性贷款全部利息由中
央和省级财政承担，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63.4亿元的本金全部由省级财政承担。

加大贴息力度，撬动金融支持扶贫，
也是重要途径之一。“2015 年，共投入省
级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贴息资金 5.45 亿
元，累计引导金融信贷资金投入 131.6 亿
元。”赵晓静说，这切实降低了涉农企业、
农户的贷款成本。记者了解到，2016 年，
云南省财政继续安排扶贫到户小额贷款
风险补偿试点资金 1.5 亿元，通过 3 年的
财政资金投入，实现了 93 个贫困县试点
的全覆盖。

通过多种渠道融资，2016 年，云南省
财政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31 亿元，比去年
增长 136.64%。

用好每一笔钱，回答好“钱
用到哪里去”

来之不易的资金，用到哪里去？
在保山市昌宁县卡斯镇大水平社区，

村民杨光华告诉记者，自己就是扶贫资金
的受益者。以前住在山里，土木结构的房
子雨水浸泡容易开裂，修修补补花费不少
钱；交通也不便利，每天种田需要走 13 公
里的土路。如今搬进整体规划的社区，住
着宽敞明亮的楼房，交通也很方便。

“搬家盖新房子的钱，就是政府帮的

忙。”杨光华说，除了建档立卡户有 6 万元
的无偿资金，还可以申请 6 万元无息贷
款，再加上积蓄和亲戚们的支援，杨光华
顺利地盖起了楼房，搬出了大山。目前，
杨光华所在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第一
期已搬迁入户，第二期安置点正在建，可
安置 51户村民。

“卡斯镇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形，一
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艰巨。”卡斯镇镇长刘成林说。也正因为
如此，易地扶贫搬迁成为资金高效筹集使
用的重头。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云南省累计
投入 27.84 亿元，完成 9.69 万户 44.06 万
人易地搬迁。如今仍有 30 万户 100 万人
居住在地质隐患大、基本生活难保障的区
域。“扶贫资金往哪儿花？这就是重点。
我们通过整合易地扶贫专项资金、农村危
房改造专项，又通过农发行政策性贷款
等，筹集到 816.8 亿元以上的资金。”赵晓
静说，方向明确了，资金渠道打通了，还需
要规范资金的管理，因此特别设立了云南
省扶贫投资开发委员会，建章立制。

易地搬迁的揭幕战打响之后，还得
“扶上马，送一程”。贫困地区高中以上文
化程度的群众仅有 3.4%，而且收入来源
单一，下山之后如果没有致富手段，难以
真正脱贫。这就需要通过做大产业，实现
长效致富。

在昌宁县翁堵镇杞木林茶园，茶农杨
正师告诉记者，靠着 40 亩茶园，他每年能
有 6 万多元收入，一家人的生计有了保
障。据了解，2010 年以来，翁堵镇政府投
资对杞木林茶园实施低产改造，将其建设
成为核心面积 3000 亩、辐射带动面积
6000 亩的茶园。茶园的规模效应和附加
值得到凸显，茶农的收益翻了一番，并使
得 270 余户茶农受益，带动 91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

只有做大做强产业，才能让群众长远
受益，长效致富。在光伏扶贫行动中，云
南省计划从 2016 年至 2019 年，在适合发
展光伏发电的 3600 个贫困村，每村建设
1 个 200KW（千瓦）村级光伏电站，11.7
万户贫困农户可安装光伏发电系统，不仅
带给贫困户每年 3000 元的收益，也改善
了薄弱区域的供电水平。

完善资金管理政策体系，
确保资金高效使用

如何让每一笔资金都发挥最大的

效用？
“从资金拨付开始，省财政厅就重点

关注创新。”赵晓静说，传统财政资金的拨
付是通过上级财政下达预算并通过国库
调度资金予以实现。根据易地扶贫搬迁
工程实施的需要，云南易地扶贫搬迁资金
先拨付至省级扶贫公司，再通过省级扶贫
公司对下拨付。根据资金性质分为两类：
作为资本金注入公司的资金和不作为资
本金拨入公司的资金。

据了解，对于作为资本金注入省扶贫
公司的资金，由省财政厅先注入省扶贫公
司，再由省扶贫公司作为资本金注入县级
公司，同时由省扶贫公司与县级政府签订
股权委托管理协议。这类资金主要包括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以及易地扶贫搬迁专
项建设基金等。

对于不作为省扶贫公司注册资本金
的资金，采取先拨付到省扶贫公司，再由
省级公司转拨县级公司的方式，同时由省
扶贫公司与县级平台公司签订转贷协
议。这类资金主要涉及国开行和农发行
的长期政策性贷款等资金。

同时，注重理顺政府间责任，突出县
级政府主体责任。杜春强举例说，县级人
民政府与省扶贫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
后，省级扶贫公司对县级平台公司的股权
管理交给县级政府，各级平台公司所承担
的易地扶贫搬迁业务与其他业务隔离、独
立封闭运行。

此外，调动各地积极性，探索资金竞
争分配机制。为进一步发挥财政扶贫资
金分配的激励作用，云南省财政厅与云南
扶贫办共同拟定了《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竞争性分配暂行办法》，探索设置 3
类 7 项考评指标，对使用财政专项资金的
县进行考评，按照考评结果分配资金。“由
脱贫绩效指标、增收绩效指标和财政扶贫
资金绩效指标三大类构成。”赵晓静说。
据了解，减贫规模、减贫率、贫困发生率下
降、脱贫计划完成情况构成脱贫绩效指
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额和增幅构
成增收绩效指标，而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则
是通过对各县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使
用 、监 管 、成 效 等 进 行 绩 效 评 价 ，量 化
打分。

记者了解到，为加强绩效评价与跟
踪，云南省还将通过委托第三方评价的方
式，对扶贫项目开展全过程绩效评价，通
过绩效自评、再评价、绩效跟踪、委托中介
审计等方式，加强政策执行、项目管理、资
金使用以及资金效益等方面的监督。

云南省的扶贫开发重

点 县 和 片 区 县 居 全 国 第

一 ，贫 困 人 口 居 全 国 第

二。这样贫困面积大、贫

困人口多的省份，如何运

用好帮扶资金？云南省财

政部门通过坚持“八个一

起抓”及建设“七个好扶贫

工程”，切实帮助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

家住浙江省丽水莲都区厦
河新村的吴君勇，前几年攒钱
买了辆小货车，在乡镇间拉货
跑运输。家中的日子虽然谈不
上富裕，却也过得和谐充实。
然而去年的一场车祸，让吴君
勇的妻儿陷入了生活困境。就
在他们不知所措时，中国人寿
送来了保险理赔款，解了吴君
勇家的燃眉之急。

2015 年，吴君勇听村干部
说中国人寿有款惠农产品很不
错，花几十元钱就能保一年的
意外。他没有犹豫就购买了这
款农村小额保险，没想到还真
帮上了忙。据了解，厦河新村
有 1000 多人，90%以上的家庭
都投了农村小额保险，出险的
村民都得到了及时理赔。而这
样大面积的保障普及是村里根
据区政府要求，进行广泛宣传
的结果。几年来，村民们从不
理解到支持，再到主动投保，很
多人都从中受益。

“像吴君勇这种情况并非
个例，政保合作通过保险产品
来扶贫解困，能缓解灾祸给村
民带来的经济压力，对生活本
来就困难的家庭，理赔补偿更
是雪中送炭。”中国人寿浙江省
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忠平说。

政保合作就是政府在公共
社会保障中，引入商业保险公
司等社会资源参与协作的经办
模式，即所谓政府搭台，保险
机构唱戏。虽然政保合作算不
上是什么新模式，但作为浙江
最大的保险机构，中国人寿通过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将
这种模式广泛地运用在保险扶贫上，通过构筑全方位
扶贫保障网来进行精准扶贫。比如，仅在浙江衢州一
地，中国人寿和当地政府就建立了 16 个政保合作
项目。

中国保监会和国务院扶贫办前不久出台了《关于
做好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就是要精准对
接脱贫攻坚多元化的保险需求，包括积极开发扶贫农
业保险产品和服务，研究探索大病保险向贫困人口倾
斜等。浙江中国人寿参与的政保合作，已经涵盖了以
上内容，像吴君勇一家受益的农村小额保险早已在浙
江普及。

“农村小额保险是专门针对收入低，抗风险能力弱
的广大农民推出的普惠保险业务，截至 2015 年末，我
们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县（市、区）全覆盖，乡镇全覆盖
面达到 35%，共为 3.7 万人次支付各类保险金超过 1 亿
元。农村小额保险不仅帮助了低收入群体规避风险，
还帮助了政府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与‘新农
合’‘新农保’共同构建了农村多层次保障体系。”中国
人寿浙江分公司总经理赵鹏说。

除了农村小额保险外，大病保险业务的经办和承
办也是政保合作扶贫工作中颇受欢迎的项目。数据显
示，截至 2015 年末，浙江商业保险机构承办或经办大
病保险覆盖全省 80%县（市、区），服务 2640余万人，累
计赔付 13 万人次，赔付金额约 8 亿元；大病医疗费用
报销比例提高 10 至 20 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不仅如此，中国人寿浙江分公司在大病扶贫上还
有更多创新，比如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开
化项目，这个由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与开
化县人民政府、中国人寿开化县支公司的合作项目，为
当地罹患大病的贫困农村儿童带来了福音。

“没有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我们家真不知道怎
么办呀！”这是家住池淮镇黄庄村患儿冬冬的母亲发出
的由衷感慨。

2015 年 5 月，冬冬被确诊患有病毒性脑炎住进了
重症监护室。冬冬家里仅靠父亲打工挣来的微薄收入
维持生活，家里几乎没有积蓄。孩子康复后，还需要定
期复查。这时，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又发挥了雪中
送炭的作用。

县医保办的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5
年冬冬共发生医疗费用 28 次，总费用合计 75489.15
元，医保有效费用 49629.51 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 29243.73元、大病报销 2611.06元、中国乡村儿童大
病医保报销 12250.31 元，个人支付 31384.05 元。”也
就 是 说 ，减 去 自 付 费 用 ，冬 冬 的 实 际 报 销 比 例 达
58.4%。

政保合作构筑扶贫保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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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财政收支矛盾凸显。如何实现财政支持

扶贫攻坚的力度只增不减？这就需要财

政部门精心组织、精准发力，强化财力支

撑。近年来，云南省财政部门在脱贫攻坚

实践中不断彰显财政的责任与担当。

新形势下，脱贫攻坚有新的特点，以

云南省为例，一是从“大水漫灌”转向“精

准滴灌”；二是由“单兵突击”转向全面推

进；三是由“普惠扶持”转向超常施策。

在此过程中，财政发挥了积极作

用。比如，广开渠道筹措资金。2016

年，采取盘活存量资金、压缩公用经费

支出、统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方式，

省财政共安排扶贫资金 31 亿元，增幅达

136.6%；资金安排特别向边疆民族贫困

地区倾斜；大力开展怒江州整州脱贫、

迪庆州以及镇彝威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三

年行动计划等。

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

阶段。要确保在既定时间实现稳定脱

贫，任务繁重、压力巨大。

扶贫资金筹集进入“两难”境地。推

进脱贫攻坚，云南面临着“三多”（少数民

族人口多、贫困人口多、自然灾害多）、“三

高”（物流成本高、建设造价高、发展代价

高）、“三低”（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产业化

程度低、财政自给率低）、“三重”（边境维

稳任务重、生态环保任务重、全面建设小

康任务重）等困难。据测算，按投入 2 万

元解决 1 个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问题测算，

全省 471 万人需投入 942 亿元。在财政收

入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完成脱贫资金筹措

任务十分艰巨。

资金使用中的“顽疾”有待攻克。

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撒“胡椒面”现象突

出，特别是扶贫资金同农村低保、医疗

救助、危房改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等资金尚未做到无缝对接，同时，建

档立卡动态更新不及时、部门间信息共

享渠道不顺畅、财政资金退出机制不清

晰等问题也比较明显。

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在投入，核

心在精准，关键在成效。这需要科学谋

划财政举措。

创新谋划财政扶贫思路。云南财政在

工作思路上，坚持解决脱贫与巩固脱贫一

起抓、基础设施建设与培育产业一起抓、增

加收入与提升素质一起抓、就地扶贫与易

地扶贫一起抓等。在措施上，突出认识到

位、责任到位、资金到位、督查到位等。

超常规筹措扶贫资金。尽管当前经

济下行压力大，财政增收不乐观，但是扶

贫资金不但不能减，而且还要大幅增加。

对云南省来说，不仅要加快建立与中央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相适应的增长机制，

还要切实厘清政府间扶贫事权与支出责

任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扶贫积极

性，形成政府扶贫大合唱。同时，积极采

取 PPP、产业基金、财政贴息等方式，有效

吸引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投入。

另外，还须完善资金竞争性分配机

制，强化以结果为导向的资金分配方法，

资金分配与项目资金绩效评价结果挂钩，

干得好就多给，干不好就减少。实施项目

审批权限下放机制，积极推进目标、任务、

资金、权责“四到县”改革，进一步增强县

级政府的资金自主安排权力。强化资金

整合机制，防止扶贫资金“碎片化”，同时

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严格杜绝“假脱

贫”“数字脱贫”。

（作者系云南省财政厅厅长）

科 学 谋 划 扶 贫 举 措
陈建国

江西省峡江县仁和镇枥坑村野山鸡养殖户戴凤香

正在收集野山鸡蛋（7 月 4 日摄）。该村引入生态养殖

方法，养殖七彩野山鸡 2 万羽，年产值达 200 多万元，带

动了 20 多户农民致富。近年来，峡江县积极实施“党

员创业带富工程”，通过资金、技术、信息等支持，引导

群众发展特色种养脱贫致富。

曾双全摄

党员创业 带富农家

执行主编 陈 郁 责任编辑 向 萌

邮 箱 jjrbms@163.com

近年来，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县切实改善贫困乡村发展环境。当地 3242 名干部职工

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组建驻村扶贫工作队 30 支，每村安排队员 5 至 10 人，全力帮

扶贫困群众。图为该县纳章镇竹园村的农业技术员杜品飞（中）在指导农民如何防治病

虫害。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