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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是否到位，项目实
施、资金使用情况如何？近期陆续召开的省
一级审计工作会议发布的信息显示，要紧紧
围绕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强力推进扶贫审
计，管好看好贫困群众的“保命钱”“救命钱”。

贵州省审计厅 2018 年第一季度扶贫
审计组近日同时进驻水城县、长顺县、台江
县、德江县、荔波县5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现场开展扶贫审计工作。这是贵州省
审计厅 2018 年组织实施的第一个审计项
目，拉开了年度扶贫审计攻坚战的序幕。

同期，河北省审计厅印发《2018 年全
省扶贫审计工作方案》，组织全省审计机关
对全省32个国定贫困县、17个省定贫困县
进行全覆盖审计，同步开展省、市两级扶
贫、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等8个相关职能
部门的审计。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坚决打好
三大攻坚战。“这关系到能否成功跨越我国
经济发展现阶段特有的关口，关系到我国经
济能否顺利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要

求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增强跨越关口的紧迫
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准聚焦、靶向发力，
在推动打好三大攻坚战中积极发挥作用。”
审计署党组书记、审计长胡泽君表示。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审计
机关先后对670多个贫困县及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开展了扶贫资金专项审计和政策跟
踪审计，促进追回或归还资金320多亿元，
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后，审计机关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
要求，实现对贫困地区审计全覆盖，重点关
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揭露扶贫资金被挪用滥用、贪污侵占等问
题，推动追责问责。“持续做好脱贫攻坚相
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加强扶
贫资金项目绩效审计，加大对深度贫困地
区和重点群体扶贫脱贫情况的审计力度，
深入揭示制约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

‘短板’，促进如期稳定脱贫。”胡泽君说。
如何确保扶贫审计质效？河北省抓住

扶贫政策、扶贫资金、扶贫项目 3 个重点，

把扶贫项目资金归好类建好档，严查损害
贫困群众利益、重大违纪违法、重大履职不
到位问题，重点查处擅自截留、挪用、骗取、
贪污扶贫资金和设立“小金库”等问题。

重庆市审计局抽调业务骨干组建审计
组，采取“直接审”“上审下”的方式进行项
目审计。

宁夏审计机关在大力实施富民工程、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教育现代
化、推进健康宁夏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重
点揭露扶贫资金被挪用滥用、贪污侵占等
问题，推动作风不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
甚至失职渎职等问题的追责问责，促进保
障和改善民生。

审计发现问题如何强化整改？河南省
建立了省审计整改联席会议制度，主要职
责是安排部署审计整改任务，落实整改责
任，督促审计整改工作。内蒙古从积极出
台制度办法，推动审计整改制度机制完善，
加大督查力度，形成监督合力，细化整改责
任，建立整改问题台账，实行对账销号办法
等方面入手，有力促进审计整改落实。

多省份审计工作会议聚焦精准脱贫——

当好扶贫资金“守护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3 月 13 日，甘肃靖远
县兴隆乡小川村村民王正
玺赶到兰州后，晚餐一口
气吃了 3碗牛肉拉面。放
下碗，这位40岁的贫困户
心里对脱贫有了底，他将
通过45天的学习，练出一
手做拉面的本领。

“这么好吃的牛肉面，
开个店生意肯定好。”王正
玺之前在青岛的一家小饭
馆打工，从洗碗做起，慢慢
学会了拌凉菜，每个月有
4000元左右的收入。

今年过完年，王正玺
接到村干部的电话，告诉
他省里要为贫困户办牛肉
拉面培训班，免费学习，还
管吃管住。有餐饮行业从
业经验的王正玺没有多考
虑，立刻辞了工作回到家
乡。王正玺说，不能一辈
子待在小饭馆里拌凉菜，
要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
就得学一门真正的手艺。

甘肃商务厅副厅长任
福康告诉记者，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全国各地有牛
肉拉面馆 5 万多家，从业
人数56万人，年销售额达
166 亿元。为了推动“拉
面经济”与精准扶贫深度
融合，走出一条具有甘肃
特色的“拉面脱贫”之路，
甘肃省商务厅与天津市商
务委加强东西协作扶贫，
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启动
了“百店千人”牛肉拉面扶贫行动计划。

“在这里要学会拉面、煮肉、调汤，结业后如果找
不到工作，学校和政府会推荐我们去天津的拉面馆
就业。”3月26日，记者见到王正玺时，他已经可以熟
练地拉出几种面型正宗的兰州牛肉面，“自己不掏一
分钱学手艺，当地政府部门连来兰州的路费都帮我
们出，这个培训班就是给我们这些想学手艺的贫困
户定做的‘脱贫套餐’”。

在这个培训班里，王正玺有80多位同学，都是来
自甘肃各地的贫困户。“原以为只有我们贫困户才来
学拉面手艺，没想到这个学校里还有几位拉面馆的
经营者。”王正玺空闲时会跟培训班之外的其他学员
交流，探讨开面馆的经验，“我结业后先去别的面馆
工作，每个月至少有 5000元的收入，有经验了再自
己开店，脱贫致富肯定没问题”。

记者了解到，根据甘肃、天津商务部门的计划，
从2018年到2020年，双方将用3年时间，每年在天
津开不少于20家、其他城市不少于10家兰州牛肉拉
面馆，解决1000名贫困人口就业。甘肃省商务厅将
按照“政府推动、部门联动、协会统筹、企业建店”的推
进机制，以“免费培训学员、奖励补贴企业、贫困人口
实现就业”的模式，在全省23个深度贫困县、40多个
深度贫困乡镇开展牛肉面扶贫行动计划。

“通过培训，实现贫困户技能立身、劳动致富，通
过创业就业改变命运。”任福康表示，下一步，甘肃商
务部门将根据贫困户报名情况开展牛肉拉面管理人
员和服务人员的培训，带动更多贫困人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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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十来天，王正玺已基本掌握兰州牛肉拉面

的技巧。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本报讯 记者
冉瑞成、通讯员渝

才报道：日前，重庆
扶贫、财政部门决
定，今年在秀山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等
33 个有扶贫开发
任务的区县推广资
产收益扶贫，其中
18 个扶贫开发重
点 区 县 每 年 统 筹
3000 万元以上涉
农产业资金用于资
产收益扶贫和股权
化改革，其他区县
采取资产收益扶贫
方式试点产业精准
扶贫。

重庆市扶贫办
介 绍 ， 为 了 建 立

“保底收益+按股
分红”收益分配机
制，进一步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增加
贫困群众收入，提
高精准脱贫成效，
资产收益扶贫优先
扶持贫困村和贫困

户，兼顾贫困群众和“临界”贫困
户，重点保障深度贫困户受益，并根
据贫困户脱贫退出情况动态调整受益
对象，调整出的资产收益权既可以分
配给其他贫困户，也可以用于发展村
级公益事业。

对于由什么样的主体承担和实施
资产收益扶贫项目，重庆市给出了明
确的标尺：治理结构完善、财务管理健
全、经营状况良好、经济实力较强、诚
信守约的企业、村集体经营组织、农民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且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贫困户
约定项目存续期原则上不少于 5 年，
期内不得退股，存续期结束后，项目实
施主体按原值返还。

两部门规定，用于资产收益扶贫
的财政资金，优先用于固定资产投
资、购买生产资料等形成可以核查的
物化资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产业项
目形成的资产，按相应比例量化给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户和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按“保底收益+按股分
红”方式建立村集体和贫困户收益分
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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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0 日，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平定乡
洪桥村，一场春雨过后，空气温暖而湿润。一
大早，在村里的亲民果蔬专业合作社红薯种
植基地，村民鲁群山熟练地开垄挖沟种着红
薯。这小小的红薯不仅让他摆脱贫困，而且
带给他致富的希望。

洪桥村共有259户1000余村民，是省级
重点贫困村，全村贫困户 55 户，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 20 户。为帮助贫困群众拔掉“穷
根”，摘掉“穷帽”，该村一直积极探索产业发
展的路子。

近年来，洪桥村组建了亲农果蔬专业合
作社，大力发展红薯产业，以“贫困户+产业扶
贫”的模式，带动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入股等
方式参与到红薯种植中来，每到秋季，各家各
户种出来的红薯通过电商销售渠道，产品销

往全国各地，价格一路看好。
洪桥村党支部书记、亲民果蔬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鲁亮海告诉记者，2017 年，该村红
薯种植面积600余亩，总产量达120万斤，仅
电商销售一项，就卖出 30多万斤，收入达 20
多万元。去年底，村里还引进建成红薯深加
工生产线，目前已生产红薯粉丝5万余斤，销
路很好。“以前种多了就怕卖不出去，现在红
薯加工成粉丝，不但卖得好，价格还更高了。”
鲁亮海说。

45岁的鲁群山家中有6口人，上有老，下
有小，夫妇俩身体残疾，摆脱贫困是他一家人
的梦想。去年，他加入亲农果蔬专业合作社，
将家里的8亩地通过流转进入合作社种植红
薯。鲁群山给记者算了一笔 2017 年的收入
账：土地流转入股分红 5600 元，基地务工工
资 2 万元，自家种植红薯收入 1.1 万元，政府
低保收入和村里光伏扶贫产业分红共 1.13
万元。“去年全年收入超过 4.79万元，抵得上
以前好几年的收入。”鲁群山说。

红薯深加工，四季不愁卖，以前村民眼中
的土疙瘩如今变成了“金”疙瘩，全村贫困户
从中受益。去年，仅种植红薯一项，洪桥村
55 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6000 元以上。今年，
洪桥村计划将红薯种植面积扩大到 1000
亩，产出的红薯90%经深加工后走向市场。

江西鹰潭余江县平定乡洪桥村聚焦红薯做文章——

红薯深加工 四季不愁卖
本报记者 王轶辰

3 月 18 日，记者走进山东青岛市即墨
区龙泉街道大埠村，只见村中心街北侧的4
组光伏发电设备焕然一新。外面下着蒙蒙
细雨，村两委大院里的电表箱里，双向计量
表上发电量的数字仍在缓缓攀升。“下雨
天光伏还能发电！”大埠村委会主任王尧
说，大埠村光伏发电站平均每天可发电350
千瓦时，并入国家电网每千瓦时卖0.98元，
一年可为村里带来12万元左右的收入。

大埠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是即墨区
针对该村省定贫困村实际，为其量身定做
的重点扶贫项目。利用光伏发电进行精准
扶贫，即墨有着独特的优势，国内光伏发电
产业的龙头企业——青岛昌盛日电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就落户在这里。

2016年，即墨把光伏扶贫作为解决省
定贫困村收入来源的抓手，利用青岛市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2585.43万元，在全区27
个省定贫困村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27座。

大埠村是最先通过规划的村庄之一，村
委会办公室两侧功能房屋屋顶是平的，很适
合安放光伏发电设备，同时把中心街北侧的
违章建筑清除，安放了4套相同规模的发电
设备，达到1800平方米。

“卖电收入按季度结算，非常及时。”王
尧介绍说。以前村里唯一的收入是因修路
占地，镇上每年拨付的补偿款 1.5万元，现
在光伏发电所得能保证村两委正常运转，
按照即墨扶贫项目资产收益办法，村里还
利用收益为一户待稳定脱贫贫困户家庭提
供了公益岗位，让该户家庭每月都有稳定
的收入。

即墨扶贫办工作人员杜晓雷介绍说，
用于扶贫的这 27 座光伏电站没占用一寸

耕地。这些光伏发电设备可确保正常运转
20年以上，能够为贫困村带来一份长期的
稳定收入，堪称村庄的“提款机”。

为解决部分省定贫困村和 35 个青岛
市级经济薄弱村的增收问题，即墨利用上
级帮扶资金，为每个村庄在即墨古城周边
选购一处商铺，每个商铺约90万元。这些
商铺产权归村里所有，运营由即墨区鼎泰
德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村里每年从中
获取稳定租金收益。根据协议，古城商铺
年租金为总价值的 7%。每个村子收到的
年租金为5万多元，按季度拨到各村账户。

通过实施这两大稳定增收工程，上级
扶贫资金变成了贫困村的固定资产，实现
了村庄收益稳定，具备了“自我造血”功
能。到 2017 年底，即墨全区 65 个贫困村
和经济薄弱村全部脱贫“摘帽”。

山东即墨变扶贫资金为贫困村固定资产——

村庄有了长期稳定收入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于正阳

兴宁市新洲村是广东省认定的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 3 年攻坚 2277 个贫困村之一。广州市工商局帮
扶该村以来，坚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外引内扶，以

“绣花”功夫织就了新洲村的脱贫路。如今，兴宁市
新洲村的有机山茶、绿色蔬果等生态农业兴旺发展，
仅李果年销售收入就达到200多万元。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关键环节。广州市工商
局扶贫工作队走遍新洲村，逐户走访全村 287 户村
民，最终确定33户113人的贫困户名单，并按照“一
户一策”要求制定了精准帮扶计划。工商局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攻坚工作组负责人多次带领爱心企业家
前往村里现场办公，并帮助新洲村申请了“何树排”

“大锡坑”“大古岌”3 个农副产品注册商标，并引导
村民种好村主导产业李果。

新洲村的脱贫致富路越走越宽。据统计，2016
年，广州市工商局通过种植养殖业帮扶、引导外出务
工和五保户、低保户兜底等系列措施，帮助 21 户贫
困户59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脱贫率达52％；2017
年，广州市工商局鼓励和支持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种植茶叶和李果，并重点引导培育出一批养猪、养
鸡、养狗大户，脱贫率达到90%以上。

广州市工商局精准帮扶新洲村——

“绣花”功夫织就增收路
本报记者 郑 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

审计机关先后对 670多个贫

困县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

开展了扶贫资金专项审计和

政策跟踪审计，促进追回或

归还资金 320 多亿元，在脱

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违章建筑拆除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大埠村利用扶贫资金安装的光伏发电站已投入使用并并入国家电网。 于正阳摄

鲁群山

（中）和村民

正在育红薯

种。

严米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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