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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准 施 策 造 福 十 万 贫 困 人 口
——福建省三明市推行“348”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纪实

本报记者 石 伟

福建省三明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和
红色苏区，所辖 12 个县（市、区）均为原中
央苏区，其中的宁化等 5 个县既是原中央
苏区县，也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由于
诸多因素，这些老区苏区县仍然面临贫困
范围广、贫困人口多、贫困问题突出、返贫
因素较多等问题。按照新一轮扶贫标准，
到 2014 年，三明市仍有贫困人口 10.7 万
人，贫困村 380 个，占福建省贫困人口总
数的 11.5%。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 10 万贫困人口的
落后面貌，从 2014 年开始，三明市结合省
派驻点干部对口帮扶体系，将 42 个贫困
村列为全市精准扶贫试点示范村，全面推
行具有当地特色的“348”精准扶贫工作机
制并取得显著成效。2014 年 12 月，三明
市被列为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

建立新机制——
可复制，易推广

农村扶贫对象情况各不相同，要在较
短时间内打赢这场战役，需要探索一条可
复制、易推广的精准扶贫新路子。三明市
的“348”精准扶贫机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产生的。三明市代市长余红胜介绍说，

“348”机制是“三步”工作法、“四因四缺”
分类法和“八种帮扶模式”的概括，是三明
市从多年扶贫工作中总结提炼的一套行
之有效的做法。“三步”是指在精准识别贫
困 对 象 中 采 取“ 一 申 请 、两 比 选 、三 公
示”。其中，“一申请”是由贫困农户自愿
填写《贫困户申请书》；“两比选”是由村民
小组比选和村委会比选，进而确定符合条
件的贫困对象；“三公示”是分别对村民小
组比选对象、村民代表大会比选对象和乡
镇政府审核名单进行三次公示，无异议后
再由县扶贫部门复审公告并最终确定贫
困农户名单。这种看上去繁琐的程序保
证了扶贫对象的公开、公正。“四因四缺”
分类法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把贫困农
户分成“扶贫户、低保户、五保户”三类。
对于扶贫户按照“因病、因残、因学、因灾”
和“缺技术、缺资金、缺劳力、缺动力”等进
行细化分类，确认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八
种帮扶模式”是在具体分析扶贫户致贫原

因基础上，采取“结对帮扶型、创业培育
型、入股分红型、资产盘活型、基地托养
型、订单带动型、资金互助型、搬迁改造
型”八种帮扶措施，因人制宜制定帮扶措
施，便于精准发力。

精准扶贫首先要精准识别，识别贫困对
象，识别贫困原因。三明市通过公开、公平、
公正的精准识别，排选出全市10.7万贫困人
口。这个数字占全市农村人口的5.2%。

对象选定后，接下来就是因户制宜进
行对口帮扶。帮扶模式这时候发挥了行
之有效的作用。

在驻村干部的帮助下，宁化县江家
村引进了一家通过智能温控大棚生产无
公害蔬菜的生态农业开发公司，村里 26
户贫困户将自己的 68.3 亩土地以每年每
亩收入不低于 800 斤稻谷的价格流转给
这家公司，盈利部分再按股份分红。这
种“入股分红”帮扶模式按照“保底收入、
盈利分红”的方法，鼓励贫困户加入到农
业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组
织，增加土地收益。

清流县林畲乡石下村驻村“第一书
记”彭胜通过对驻点村贫困户采取“支部+
扶贫基金+项目+合作社（公司）+农业科
技团队+农产品销售平台”六位一体的方
式，以“创业培育”模式带动贫困户参与花
卉、苗木、茶叶及农业观光，形成了万亩生
态茶叶及现代化加工观光园、千亩桂花文
化园、百亩兰花精品园和一个农业生态休
闲农庄“三园一庄”的产业格局。

福建省公安厅派驻泰宁县朱口村的
“第一书记”温曜圻依托“国家级现代农
业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基地”项目，联合
7 个村委会牵头成立泰宁春风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通过“转型带动”模式以公司
化运营手段培植财源型经济，每年可增
加贫困村村财收入 10 万元，带动 100 多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建宁县枫源村驻村第一书记郭小娟
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作为精准扶贫工作
的突破口，组建成立了涵盖农机植保专
业合作联社、种子专业合作社、竹编合作
社等在内的 6 家专业合作社，通过采取驻
村“第一书记”、党员、干部、企业等与贫
困户结对子的方式，以服务帮带、生产互
助、入社特惠等形式帮助贫困社员增收

致富。
“ 驻 村 干 部 下 了 乡 ，有 了 困 难 他 们

帮。吃住劳动在一起，群众脱贫有希望。”
这是宁化县江家村农民为驻村干部写的
一首顺口溜。两年多的时间，派驻在三明
各贫困村的 158 位驻村干部身在贫困村，
心在贫困户，为贫困户排忧解难，为贫困
村增加收入，成了贫困家庭的贴心人和脱
贫致富的领路人。

说起驻村干部在扶贫攻坚中的作用，
余红胜感慨良多：“这些常年生活在城市
的年轻干部来到基层乡村，把农民当成自
己的兄弟姐妹，通过‘348’扶贫工作机制，
摸清了贫困村的贫困底数，找准了致贫原
因，创新了脱贫致富举措，改变了贫困村
的贫穷落后面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这样的驻村干部，群众欢迎。”

找准切入点——
寻穷因，治穷根

林常永是福建省土地开发中心派驻
宁化县杨边村的“第一书记”。杨边村有
贫困及低保家庭 35 户 72 人，村集体累计
负债 66 万元。林常永到任后，挨家挨户
走访、摸底。“贫困户的主要困难是缺资
金、缺技术、缺理念，所以我们本着治病对
症、治穷治根的原则制定了‘双盘’‘双入’

‘双增’的扶贫思路”。
林常永说的“双盘”是指盘活资产、盘

活土地。通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拆除旧
房危房、猪牛圈栏、露天厕所等，使资产变
成资金，解决了贫困村“无钱做事”的困
难；通过土地整治，在获得国家拆旧补偿
收入的同时，在新增耕地上种植黄姜、黄
花菜等经济作物，增加村民收入。“双入”
是指土地入股和村财入股。通过这种方
式，村里流转了 820 亩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民通过农业观光园和山羊养殖每亩土
地每年可以分红 1500 元，村集体每年也
可有 70 万元以上的收益。“双增”是指贫
困户增收和集体增收。通过引导贫困户
劳动力到现代农业观光园就业，吸纳贫困
户参股生态立体养殖，聘请贫困户从事公
益性岗位，组织贫困户承包土地增减挂钩
项目产生的新增耕地等措施，带动贫困户

增收。在这些措施推动下，不到两年，全
村就有 25 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占贫困
户总数的 71.4%。

建宁县是福建省主要的莲子产区，全
县 5 万亩莲田每年产出优质白莲 3000
吨，是当地莲农的主要经济作物。但在过
去，一些贫困户由于资金、技术、劳力的原
因，种莲难卖好价钱。

均口镇修竹村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
个村庄。

修竹村是建宁县第三大行政村，也是
革命老区基点村。2014 年，省里下派到
修竹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刘剑利到任后，按
照精准识别的“三步工作法”和“四因四缺
分类法”确定了因病、因残、因灾、因学以
及缺技术、缺劳力导致的 68 家贫困户共
202 人。本着“不离家、不离田，就近扶、
就地帮”的原则，刘剑利和村干部一边引
导农民转变观念，增加商品意识，一边确
立了以当地特色产业带动贫困户增收的
扶贫思路，通过政府补助资金引导、优势
特色产业支撑、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三项举
措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当年实现全村
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收 13.5%，高出全镇
平均水平 165 元，实现精准脱贫 12 户 36
人。2015 年，又有 15 户 66 人摘掉贫困
帽子。

在驻村干部的带动下，修竹村的变化
“一月一小变，一年一大变”。“修竹村的村
情是基础弱、底子薄，贫困人口多。但有
着其他村子所没有的优势。这里有连成
一片的千亩荷塘，每年夏天从四面八方来
的游客不少。但这里的莲农以往习惯了
种莲和卖莲，从来没有想过农村的风景也
能变成钱。”刘剑利对《经济日报》记者
说。2014 年，村干部引进本县经济能人
杨桂兰组建了“竹林人家农家乐专业合作
社”，优先租用贫困户揭月花的房屋和吉
荣华的耕地开展农家乐餐饮、观赏采摘与
农事体验经营，引导贫困户罗清明、揭登
彤、揭有根 3 户以翻建新房的方式加入合
作社经营乡村民宿，镇里和村里分别给他
们 提 供 每 户 300 元 至 500 元 的 装 修 补
助。同时对村里的贫困户进行乡村旅游
知识、服务管理、餐饮文化培训指导。结
果，合作社去年就实现增收 12000 多元，
民宿每户年增收 3000元以上。

福建省三明市是著名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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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特色的“348”精准扶贫工作机

制并取得显著成效

近日，记者来到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
两城镇东单前村村委会议室，只见办公桌
上摆着 5 个玻璃瓶，每个瓶子上分别贴着

“路”“医”“学”“水”“电”的字样。济宁市
水利局派驻该村的“第一书记”韩光和给
每位村民发了一颗花生米：“你觉得当前
制约咱们村发展的问题是什么，你觉得最
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把手里的花生
米投到哪个瓶里。”

这样的“扶贫问计会”，济宁市以乡镇
为单位的各精准扶贫工作组均召开了 10
次以上。“不能再走千户一策的扶贫老路，
号准脉搏才能对症施治，让群众自己做决
策，才能确保扶贫工作对象精准、成因精
准、问题精准和需求精准。为实现从输血
到造血、从大水漫灌到精确滴灌的转变，
济宁实施了产业脱贫、就业脱贫、医疗保
障与救助脱贫、金融脱贫、旅游脱贫、教育
文化脱贫六大扶贫攻坚行动。”济宁市委
书记马平昌说。

济宁市的贫困人口 80%集中在山区、

黄河滩区和微山湖区，通过走访，驻村扶
贫干部们了解到，“三区”群众急需铺架

“致富路”、用上“放心电”。在不到两年的
时间内，他们按需建设，35 个乡镇、110 个
村、11.6万人因此受益。

在泗水县泗张镇山坳村，村民李庆民
正忙着将自家的散养山鸡、山杏等农产品
装车外运。他告诉记者，过去不通路，与
外界隔绝。自从水泥路修到家门口，县、
镇和包村干部又为每位村民送来 1 万元
的致富启动资金，村里 17 户贫困人口有
的上山养青山羊、野山鸡，有的种植水果、
中草药，产品供不应求。“去年俺们 17 个
精准扶贫对象户均收入 3.5 万元以上，实
现了当年脱贫。”李庆民说。

通了电的滩区贫困户人口，心中点亮
了一盏盏致富明灯，在市、县两级帮助支
持下，他们有的联合建起了重型车辆后期
加工制造企业，有的和蒙牛集团签约办起
了优质奶牛养殖基地。湖区贫困群众则
发展乌鳢、螃蟹、麻鸭等湖产品养殖业，并

建成投产了 60 多家湖产品深加工基地，
产品销售到欧洲、中亚等地区。到今年 5
月底，滩区、湖区 98.2%的精准扶贫对象
已实现年户均收入 5万元以上。

“我们这儿是最适合这个项目‘下嫁’
的地方”，在不久前召开的山东省西部经
济隆起带技术转移大会科技精准扶贫对
接会上，来自济宁邹城大束镇官厅村的驻
村帮扶“第一书记”冯朔“黏”着山东农业
大学教授时连辉“抢亲”。

时连辉在此次对接会上发布了他们团
队研发的“有机废弃物堆肥化处理及全营
养配方水肥一体化技术与产品”等技术，引
起了不少参会济宁“第一书记”的关注。

会上，山东省农科院和山东农业大学
等单位的专家发布了 147 个适合村级经
济发展的科技项目,供“第一书记”们结合
各自村里的实际情况，进行挑选合作。最
终，签订技术交易合同 13 项，交易额 2100
万元。“给钱给物，不如引进具有发展潜力
的科技项目。这样的科技精准扶贫对接

会，特别‘解渴’。”冯朔表示。
微山县两城镇大辛庄村是省级贫困

村，济宁市港航局驻村“第一书记”范卫东，
把光伏发电项目作为当地扶贫工作的突破
口，成立了济宁市第一家光伏合作社——
微山县同心光伏农业专业合作社，并于今
年4月8日完成了光伏面板的铺设，顺利实
现并网发电。这 160块、300平方米、总功
率达 40kW 的光伏面板，每年可为村里带
来 5 万余元的收入，且收益周期长达 20 余
年。“村里每年将光伏发电收益的一半用于
贫困户的救助，30%用于公益事业，20%留
作集体使用。大辛庄村从此告别了村集体
经济零收入的历史。”范卫东说。

截至今年上半年，济宁市已开工建设
各种产业扶贫项目的村有 219 个，带动贫
困户 7698 户；2014 年下半年开始的精准
帮扶项目电商和光伏产业，已覆盖 163 个
村共 2094 户。据了解，这些贫困户基本
可实现当年脱贫，户均年收入可达 2.5 万
元以上。

两个小山村相继奔小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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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修武县北部深
山区云台山之巅，有一山
泉，泉口大小如斗，一次只
能取水一桶，但随取随涌，
取之不尽，所以取名为“一
斗水”。被“一斗水”滋养
的人家百年来居住的村落被
叫做“一斗水村”。作为宜
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典 型 ， 一 斗 水 村 上 榜

“2014 年度河南十佳美丽乡
村”。

从一斗水村出发，一路
向南，是云台山景区的另一
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平顶
爻村。

多年来，一斗水村和平
顶爻村俩村的村民依靠季节
性连翘采摘、蔬菜种植勉强
过活，年轻人则外出打工谋
生，看着云台山百万游客村
前过却不知如何借势致富，
省级贫困村的帽子戴了多
年。2013 年，俩村分别入
选“中国传统村落目录”，
当地人抓住这个契机，围绕
旅游做文章，走出了一条深
山区农村发展、农民富裕的
特色之路。

同是村中办起家庭宾馆
的第一人，一斗水村的李晚
富比平顶爻村的田得成早干了 5年。

“在自家古宅里，摆放上十几张床铺，客栈就算
开张了！”回忆起当初的情景，李晚富仍记忆犹新。

原生态的田园生活引来游人如织。上山采药挖野
菜，下田农耕种谷物，住石头房，吃农家饭，走一趟
田园之旅、心灵之旅，让心情得到愉悦。

不打广告，不做营销，李晚富靠山里人憨厚、本
分、守信的经营赢得了一批批驴友们的信赖。通过口
耳相传，2013 年，李晚富的“李家大院”已经名扬
省内外，成为太行山旅游网络攻略中的推荐站点。

而此时的田得成和妻子刚刚返乡创业，把农家乐
也操办得有声有色。

和一斗水村相比，后起之秀的平顶爻村脱贫玩起
了“文艺范儿”，主动邀请河南省内外摄影家走进山
村采风，通过一张张作品宣传秀美山村；借智借力脱
贫，“i20 青年发展基金”把该村作为基地，联系社
会各界支持返乡青年创业。

随着外界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游客也越来越多，
老田的生意越做越好。他又租了 5 间房，日可接待
50多名游客。

李晚富、田得成的标杆效应引领村里劲吹民宿旅
游发展风。2014 年，一斗水村已发展家庭旅馆 20
家，客房 300 多间，年可接待游客近 8 万人，村里还
建起“村村乐”网站，变线下口碑营销为线上网络推
广。平顶爻村也有 20 余人先后返乡创业，全村家庭
宾馆、饭店已达 13家。

两个小山村脱贫路上不忘环境保护和家园守护。
一斗水村发展民宿旅游却不建洗澡间，虽然服务标准
和接待档次低了，但大大减少了生活污水的产生；在
修缮房屋时，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使其建筑风格和
周围的古石头房相得益彰，让古香古色的“中原第一
石头村”历久弥香。

村里 69 岁的田金标老人说，平顶爻村果树品种
很多，梨树、桃树、杏树、山茶树、核桃树漫山遍野
随处可见，其中最多的是梨树。老人说，以前平顶爻
村的香梨便远近闻名，村里有一棵大梨树，树干要 3
人才能环抱过来，一年能结几千斤香梨。

为了保护平顶爻村的原生态环境，村民们精心给
5000 多棵果树修剪、嫁接，还悉心照料百年梨树。
如今，每到春季，远远望去，一片片开满花的果树就
像一片片美丽的云霞。

环境好了，来这里繁衍的鸟类增加至 20 多种，
列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濒危鸟类红皮书》 目录
的黑鹳也成了“常客”。平顶爻村人就盘算着举办梨
花节，建立野生鸟类摄影基地，抢滩摄影市场，吸引
更多高端游客，做大旅游蛋糕。

“一到周末和节假日，村里就停满了大巴车和小
轿车，一天能来好几十辆车呢！这里山美水也美，空
气这么好，城里人都喜欢来。很多人来了又来，一年
能来好几次。”田金标老人说，他希望在外面打工的
儿女能回来，“在自己家门口挣钱，多好！”

山东济宁：

问 计 于 民 拔 穷 根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丁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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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竹村的千亩荷花又盛开了。除了卖莲的收入外，荷田美景也成为村民收入的来源之一。图为小学生在荷田写生。

本报记者 石 伟摄

近年来，江西省万年县在贫困村大力发展错季蔬

菜、莲蓬等特色优势长效产业，做到“村村有产业，家家

有项目”。同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广泛吸纳企业、经

济合作组织参与贫困村的产业发展，形成了“专业合作

社领办、大户引领、示范片带动、贫困户参与”的产业发

展机制，帮助贫困户逐步走上脱贫致富路。图为该县

青云镇史桥村村民在剥莲子。 徐声高摄

村村有产业家家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