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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报告发布

贫困地区资源利用率持续提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
研究院日前发布《精准扶贫政策效果
评估》报告。报告指出，精准扶贫是
重要的减贫战略与制度创新。以提
升效率为核心的精准扶贫政策不仅
能提升公平性，而且在新发展理念下
是潜在的新经济增长点，一定意义上
还具有反经济衰退的功能。在政策
组合及效果方面，精准扶贫政策短
期看提高了要素的利用率，长期看
将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时创造
了史无前例的减贫成就。”中国人民大
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表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局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摆
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响脱
贫攻坚战。党的十九大之后，党中央
又把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这些年
来，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
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

数据显示，我国贫困人口已从
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
的 1660 万人，连续 6 年平均每年减
贫 1300 多万人。832 个贫困县中，
2016 年摘帽 28 个县，2017 年摘帽
125 个县，2018 年摘帽 280 个左右。
2013 年有建档立卡贫困村 12.8 万
个，2018年底还剩2.6万个。

“实施脱贫攻坚以来，我国的贫

困人口下降速度不断加快。今年的
目标是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 万
人以上，实现 300 个左右贫困县摘
帽。明年的目标是减少农村贫困人
口600多万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认为，实践证
明，精准扶贫政策是有效的。从体制
和组织上来讲，脱贫攻坚对村级公共
治理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精准扶贫作用显著

从2013年到2018年，中国人民
大学以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为样本，对
该县 12308 户贫困户 43228 人进行
持续追踪研究。结合微观实践和中
国贫困人口追踪调查数据，希望回答
几个关键问题：精准扶贫准确度如
何？政策组合短期的减贫效果如
何？政策是否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条件？容易返贫的人群有哪些
特征？

“在‘精准’方面，基层政府通过
体制变革，有效实现了精准识别贫困
人口，精准识别个体需求和公共偏
好。”郑新业表示。从精准识别贫困
人口来看，新县 2017 年被清退的不
符合贫困标准的贫困人口比例达
12.8%，个别乡镇的清退率高达40%
以上。被清退的主要原因是家中有
外购商品房或者自建豪华房屋。在
个体需求方面，精准扶贫注重因户施
策，指派帮扶人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致
贫原因，并将贫困人口的脱贫需求同
帮扶政策匹配起来。在公共物品偏
好方面，则通过下派驻村第一书记，
既保证了贫困村公共决策尽可能代

表群众利益，也发挥了基层干部的信
息优势。

新县的实践表明，在政策组合及
效果方面，精准扶贫政策短期内提高
了要素的利用率，长期看有助于人力
资本积累和要素生产率提升。从短
期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保险、退
耕还林等政策提高了贫困户所占有
的各类存量农林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引进扶贫车间、交通补贴计划及公益
岗位提供等政策增加了贫困人口的
劳动供给。从长期来看，按照多维贫
困标准，当地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医
疗、住房等均有显著改善；教育投资
和救助覆盖面更广。“这将提升未来
贫困地区潜在生产率。”郑新业说。

确保有实效可持续

今后两年脱贫攻坚任务格外艰
巨。“剩下的人口脱贫可能是最艰难
的，越到最后脱贫难度越大，且脱贫
以后会有一些返贫现象。”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表示。

根据报告，从新县情况来看，尚
未脱贫人口的突出特征是地理位置
偏僻、远离市场、家庭结构老龄化、人
力资本低，其中患病和残疾家庭超过
一半；基本生存条件有待提升，饮水
困难、居住危房较多和生产性用电难
以接入、医疗条件、教育条件较差
等。从收入结构看，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庭收入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其次是
转移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性收入。从
致贫原因看，家庭成员患病、缺技术、
家庭成员残疾、缺资金和有子女上学
是导致贫困的五大原因。

如何巩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
张琦认为，从户的层面看，亟待

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巩固脱贫成果，防
止返贫。要通过就业手段解决部分
西部地区脱贫质量不高的问题。同
时，应重视产业扶贫的市场风险性，
解决好边缘户的问题。从村级层面
看，应强基固本，通过基础设施补短
板、拓展村集体收入来源、与乡村振
兴进行对接等，增强可持续发展能
力。从区域层面看，应利用区域发展
在整体上带动可持续发展。

报告建议，构建“体制—增长要素
—可持续发展”的三位一体扶贫体系，
制定和完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建议优化精准扶贫体制，在顶层设计
中考虑基层的差异性。比如，将现行
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拓展为包含贫
困户评议在内的“五议两公开”工作
法，提高参与决策的贫困户比例，同时
设置专门供贫困户表达诉求的民主评
议程序，促进村级公共物品提供与贫
困户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

报告认为，应坚持绿色发展与产
业扶贫相结合，保护贫困家庭土地、
林地等自然资产不被污染。这将有
助于稳定农产品产量和市场价格，促
进从业人员增收；加强对产业扶贫项
目的支持，促使部分贫困户的农业资
本转变为非农资本进而获取租金和
利润分红，增加农户收入渠道。报告
建议，应设计和推广劳动力激励计
划，提高贫困户劳动供给；促进大城
市与贫困地区帮扶对接；贫困地区内
部也应设计激励机制，激励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人口进城务工。同时，从扶
贫向社会保障转变，将贫困人口纳入
社会救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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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集团与西藏扎囊县共同建设的集生态搬迁扶贫、旅

游产业扶贫、生态技术技能培训扶贫于一体的扶贫旅游示范

村，让牧民掌握了一技之长，拥有了脱贫致富的本领

亿利集团与西藏扎囊共建旅游示范村

搬进新房子 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刘 慧

3月28日，西藏山南市扎囊县
吉汝乡 25 户贫困户搬进了亿利扶
贫新村具有藏族风情的二层小楼。

“从山沟里的破房子搬到了如此宽
敞明亮的新房，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事。”80 多岁的藏族老妈妈央金梅
朵高兴地说。

亿利扶贫新村是亿利集团与
扎囊县共同建设的集生态搬迁扶
贫、旅游产业扶贫、生态技术技能
培训扶贫于一体的扶贫旅游示范
村。2017年4月份，亿利山南生态
产业扶贫项目落地西藏山南，在实
施过程中，亿利集团调研发现，当地
一些贫困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恶
劣，特别是位于西藏高原海拔4000
多米的吉汝乡卓普村，生态环境脆
弱、自然灾害频发，村民生活贫苦。
村子里唯一一条联系外界的山路，
也常常因为春汛和山洪频发而中
断。外面的人进不来，村里的人出
不去，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
为了尽快解决贫困牧民的温饱和正
常生活问题，当地政府与亿利集团
共同决定，在海拔3500米左右的雅
鲁藏布江北侧、念青唐古拉山南麓
建设一个扶贫新村，对卓普村村民
和其他一些村庄的牧民进行生态移
民搬迁。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一个拥有
40 栋藏族风情楼房的移民新村建
成了。新房子分为 130 平方米、
150 平方米、170 平方米 3 种户型，
全部按照农家乐的户型进行设计，
一层自住，二层供来旅游体验农家
乐的游客居住，并配套建设了村委
会、生态技能培训室、村民活动场
所、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亿利
新村扶贫项目负责人郝亮舍说，新
村投资预算2900余万元，包括房建
工程、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配套工
程。亿利公益基金会捐赠了建设资
金的50%，其余50%由扎囊县政府
负责。

发展产业是脱贫的根本。生态
修复产业是亿利集团的核心产业之
一。在扎囊生态修复项目实施过程
中，亿利集团与扎囊县政府共同组
建了 5 支藏族贫困户民工联队，其
中吉汝乡民工联队是全国首支藏族

贫困户民工联队。当地的贫困劳动
力纷纷参与到亿利集团和其他企业
在当地实施的防沙护江苗圃产业扶
贫项目中，从事防沙治沙、生态种
植、浇水管护等工作，每人每天的工
资160元左右。仅此一项每月就有
可观的收入。

“为了让卓普村搬迁贫困户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我们根据当
地资源禀赋特点，培育发展种植业、
养殖业、旅游业等多种产业。”扎囊
县县长唐勇说。当地政府为每户村
民配备了 2 亩耕地，让他们种植青
稞小麦，以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在
新村的南面，又建设了一个500亩
的经果林，种植桃树、杏树、苹果树
等，一方面鼓励村民发展旅游业进
行果类采摘，另一方面在经果林下
发展具有浓厚藏族风情的林卡产
业，村民们在树荫下载歌载舞，让游
客欣赏和感受雅鲁藏布江和念青唐
古拉山的大美。同时，在靠近新村
的沙漠地带开发沙漠旅游项目，让
村民通过发展农家乐、餐饮服务等
参与其中。

此外，亿利集团还扶持当地发
展舍饲肉羊养殖，扎囊县政府负责
建设养殖场。亿利集团捐赠 2000
只基础母羊和种羊，并派专业管理
人员对养殖场的全产业链进行指导
和服务，养殖场采取“企业+合作
社+贫困户”的经营模式，贫困户每
户分配5只羊，收益归村民所有。

扶贫要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亿
利扶贫旅游示范村专门建设了培训
室，对当地和附近村民进行远程和现
场培训，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并进行沙漠治理、生态种植、旅游服
务、肉牛肉羊养殖等相关技术技能培
训，让牧民掌握一技之长，拥有脱贫
致富的本领。

搬进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
这是贫困户扎西旺杰梦寐以求的生
活。扎西旺杰说，他们一家老小过
去住在山沟里用石头垒砌的简陋房
子中，靠着他和妻子两人的微薄收
入维持生计。现在全家人搬进了亿
利扶贫新村的二层楼房中，居住条
件好了，他一定要努力工作，让全家
人过上好日子。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通讯员
许丹婷报道：日前，广西壮族自治
区党委统战部在隆林各族自治县
召开全区统一战线参与脱贫攻坚
暨“千企扶千村”工作现场推进
会。会上，140家民营企业、商会与
隆林、那坡两个极度贫困县的 102
个深度贫困村结成帮扶对子。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要求，全区
统一战线成员要切实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凝心聚力，着力汇聚民心民
智，瞄准热点难点问题，为党和政
府解决问题、化解风险提供有价值
的意见和建议，聚焦脱贫攻坚主体
责任落实、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
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脱贫质
量等方面参与脱贫攻坚。自治区

党委统战部明确，下一步，全区统
一战线将主动配合民建中央对口
广西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
扎实做好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对
口深度贫困县开展脱贫攻坚民主
监督工作。加强产业扶贫，深入推
进“千企扶千村”行动，组织区内外
强优民营企业对4个极度贫困县进
行重点帮扶。深入实施强优民营
企业入桂发展工程。加大“同心水
柜”建设力度，力争年内捐赠总额
突破 1 亿元，建成 3000 个以上“同
心水柜”，解决1.5万名贫困群众饮
水难题。大力推动“互联网+教育”
扶贫，助力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卫
生服务标准化建设以及乡镇卫生
院和村卫生室建设。

广西推进“千企扶千村”活动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根据各乡镇资源

禀赋、产业基础等特点，重点打造“药椒草”、

养殖、“菜果菌”、旅游休闲四大特色扶贫产

业区，并创新金融扶贫模式，实施致富户和

贫困户“1+1”捆绑贷款，强弱搭配奔小康。

同时，陕州区还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开

展技能培训、打造扶贫车间等措施，努力实

现贫困群众“户户有脱贫项目、人人有增收

门路”。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分类施策助脱贫

图① 陕州区张汴乡曲村农家乐
老板李桂红（右）为游客准备陕州“十
碗席”。近年来，曲村利用特色民居
开展乡村旅游，助力精准扶贫。

图② 陕州区宫前乡池头村致富
带头人刘拴苗（右二）开办了扶贫车
间，通过制作艾草产品帮助村民增收。

图③ 宫前乡明山村蓝莓种植基
地内，贫困户与技术人员一起整理种
苗。明山村通过“支部+公司+农户”
形式，让贫困户以土地入股，实现贫
困户与企业共同发展。

①①

②② ③③

西藏扎囊县亿利扶贫旅游示范村的藏族风情白色楼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