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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金融扶贫工作是金融企业
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金融企业必
须强化责任担当、发挥独特优势，主
动融入脱贫攻坚大局，以金融精准扶
贫全力服务脱贫攻坚。

金融在精准扶贫中的定位

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
贫”。与传统的财政资金扶贫不同，
金融扶贫除了提供资金支持外，主要
是通过帮助贫困户树立经营、市场以
及责任意识，转变“等靠要”思想，把
政府、市场、贫困户的各方优势和利
益综合起来，形成有效的贫困治理机
制。金融行业有众多的市场资源和
创新手段，将金融与产业、财政、扶贫
政策等无缝对接，带动经济资源向目
标产业集中，有助于扭转传统扶贫模
式的不可持续性，将“输血式扶贫”转
变为“造血式扶贫”，实现互利双赢、
共同发展。

变“外延式扶贫”为“内生式扶
贫”。金融扶贫更加追求资金安全和
客户的诚信度。银行业等金融机构
在对贫困户提供帮助时，会根据不同
地区的具体项目进行贷前资质审查、
风险评估、贷后跟踪追查等，往往能
精准到贫困地区政府以及贫困户个
人，有效地规避传统扶贫中财政资金
被挪用的弊端，有助于建立贫困地区
和贫困户的诚信体系。

变“被动式扶贫”为“开发式扶
贫”。解决贫困问题的最好办法，就
是打通城乡要素的流动渠道，促进农
村生产经营机制和市场环境形成。
金融扶贫可以破解农村改革的资金
难题和“三权”抵押质押难题，将农村
改革和扶贫有机结合，变“被动式扶
贫”为“开发式扶贫”，唤醒农村“沉
睡”资产，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
发展空间。

金融精准扶贫的难点重点

金融扶贫作为特定阶段的一项
特殊政治任务，其政策性目标与商业
银行的市场化机制之间存在成本控
制、贷款定价和管理机制上的冲突。

在成本控制上，显性成本和隐性
成本过高。金融扶贫过程中，银行贷
前如何识别客户的有效需求是难点，
逐户开展信贷调查成本很高。贷后如
何保障贫困户能把资金有效运用于生
产经营项目对银行也是一大挑战。

在贷款定价上，经营浮亏和道德
风险并存。贫困户生产经营能力弱，
信贷风险高，需较高贷款利率来覆盖
风险。而金融扶贫对象是贫困户，自

身生产经营能力较弱，负担实际贷款
利率能力也较弱。因此，理论上可以
通过财政扶贫资金的贴息等措施降
低贫困户的利息负担。

在管理机制上，动力不足和资源
欠缺犹存。金融扶贫业务金额小、成
本高、风险高，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体制机制之间存在激励相容冲突。
因此，金融扶贫需从员工绩效考核、
资产质量目标和分支行绩效考核等
诸多方面做大量调整，并为金融扶贫
提供制度条件和资源倾斜。

金融精准扶贫有效路径

撑好金融扶贫的支点。项目是
扶贫的有根之本、有源之水，是金融
扶贫的重要支点。要培育优势产
业。贫困地区应当珍惜本地独有的
自然风光、民族习俗等资源，多在种
植业、养殖业、林业和休闲旅游业上
想办法。坚持短平快与中长期相结
合，提高与市场的关联度，全力推进

“一户一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
建设，培养一批优势明显、市场欢迎、
增收能力强的项目。要发展产业龙
头，利用“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经
济组织+公司+农户”等模式不断壮
大产业龙头，促进产业经营与扶贫开
发有效对接，引导贫困户进入产业链
条，实现共同致富。

搭好金融扶贫的杠杆。贫困地
区财政资金有限，所以需要搭好时
效、范围、方式均合理的杠杆，用潜在
社会资金撬动区域活力。金融扶贫
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摸准贫困户
最迫切的基本生存问题和基础设施
建设困扰，明确金融支持的目标、重
点、方式，确定帮扶规划，最大限度降
低当地发展成本。资金投入不仅要

“大水漫灌”，也要“精准滴灌”。同
时，要增强小额贷款的针对性和便利
性，适当放低门槛，畅通绿色快捷渠
道，满足紧急资金需求。

用好金融扶贫的动力。贫困地
区低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相对较少，
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做好政策保
障和实践担当。要营造健康征信环
境，加快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
镇创建，抓好金融扶贫服务站和扶贫
再贷款示范点建设，让信用评价精准
联动。要扩大扶贫激励效应，支持一
定资金用以贴息及奖励补助，探索建
立由财政出资的扶贫信贷风险补偿
基金，给有意参与扶贫的金融机构吃
下定心丸。要建立公示制，切实做到
资金使用阳光化、廉洁化。

（作者为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博士
研究生）

构建金融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长效机制
欧阳伶俞

脱贫之路如此铺就
——来自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脱贫攻坚报告

本报记者 瞿长福 周 斌 通讯员 左旭东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风光优
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是集“边
远、民族、贫困、山区”于一体，贫困面
大、贫困程度深、贫困现象复杂，是我
国西部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难啃
的一块“硬骨头”。

但就在这里，写下了这样一份脱
贫攻坚成绩单：全州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从 2014 年 的 34.3 万 人 减 少 到
2018年底的4.5万人，贫困行政村从
644个减少到188个，贫困发生率从
12.25%下降到2.5%。2017年，楚雄
州牟定县、姚安县成功脱贫摘帽。
2018年，双柏、南华、大姚、永仁4个
贫困县脱贫摘帽。目前，只有深度贫
困的武定县尚未摘掉穷帽。

扶贫搬迁“挪穷窝”

“坚持问题导向，把脱贫攻坚往
实里抓，才能打赢脱贫攻坚战。”楚雄
州委书记杨斌说，武定县贫困人口总
量、贫困发生率、深度贫困人口占比
在楚雄州 10 县市中均位列第一，脱
贫任务占全州三分之一。目前，武定
县有2个乡镇、68个行政村、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6943 户 2.5 万多人未脱
贫，占全州贫困人口的 55.7%，贫困
发生率9.88%，脱贫任务艰巨。

在武定县狮山镇西和村委会永
吉村红土田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区，整齐的楼房、崭新的太阳能路灯，
宁静安详。武定县易地扶贫搬迁红
土田集中安置区工程建设项目管理
局副局长张加亮介绍，安置区涉及全
县11个乡镇建档立卡贫困户343户
1881 人，是楚雄州最大的集中安置
点。现在已新建安置房 11 栋 29 个
单元348户，总建筑面积3.24万平方
米，总投资1.12亿元。

张加亮说，根据有关政策，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住房补助标准为每人
2 万元，拆除旧房另奖补每人 0.6 万
元。截至2019年4月30日，安置区
343 户易地搬迁群众全部入住。现
在，安置区内有4栋楼房改造为幼儿
园，附近的几所学校和一家医院，保
障了搬迁户的就学与就医。“为了
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通过
招商引资，将在安置区附近建设建材
交易市场和机动车检测站，优先安排
搬迁户就业。”

武定县委宣传部长段海介绍，
“十三五”时期，武定县完成易地扶贫
搬迁任务 2782 户 1.1 万多人。全县

共设集中安置点 36 个，集中安置搬
迁对象2220户8957人。目前，全县
2 万多户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已如期
完成，307个基础设施特别薄弱村的
改造提升也全面完工。

“老木坝村有 10 个村民小组、
345户，其中217户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刚刚实施完“美丽乡村”建设
的老木坝村，村党支部书记张自福
说，“村里新建了村史馆、民族文化广
场、休息亭等，传统民居基本是在土
木结构基础上加以修缮，并未大拆大
建”。现在老木坝村的村组道路、电
力、广播电视、学校、卫生室等基础设
施都已完备，180 户危房完成改造，
住在山脚地质灾害易发区的40户贫
困户也已搬进安居房。村里发展了
蔬菜、核桃、中药材种植，不少村民还
通过特色养殖实现了增收。

2016年至2018年，楚雄州共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1.3万户、5万多人；
建设城镇安置点143个、安置3万多
人，占总搬迁人口的67.74%。

特色产业“战穷业”

“要依托实际打好产业扶贫硬
仗，实现贫困群众稳定持续增收。”在
武定县发窝乡阿过咪村委会刀甲易
地扶贫搬迁点，正在调研产业扶贫的
楚雄州州长迟中华说。

武定县发窝乡阿过咪地处乌蒙
山腹地，山高坡陡，行路、吃水、上学、
看病、安居、致富，无一不难。近几
年，有 6 个自然村 178 户 727 人通过
易地扶贫搬迁住进了崭新的刀甲搬

迁安置新村。同时，村里种植花椒
2952亩、石榴2000亩、辣椒500亩、
豌豆200亩，退耕还林2594.3亩，陡
坡地治理 1168.9 亩，加上传统种植
养殖，阿过咪有了自己的特色产业和
支柱产业，开始具备“造血”功能。

在武定县猫街镇猫街村的胤泽
农业出口蔬菜基地，各类蔬菜长势喜
人。发展高原特色蔬菜产业，为这个
贫困村引来了活水。据了解，猫街镇
所辖15个行政村均为贫困村，2018
年底，猫街、百子和仓房 3 个贫困村
实现脱贫出列。

去年顺利脱贫的村民钱绍兰大
半辈子都在山里种地，现在成了蔬菜
基地的工人，每年能拿近 2 万元工
资，另外还有合作社分红。2016年3
月，云南胤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流转
了猫街镇550多亩地，建起山区高原
特色精品出口蔬菜种植基地。

猫街镇副镇长杨绍君介绍，当地
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全村39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合作协议，以
沪滇帮扶产业合作项目资金482.5万
元入股胤泽农业，作为贫困户资产收
益股金，公司将收益的5%分配给合
作社，合作社将收益的20%留作村集
体收入，80%二次分配给贫困户。去
年，猫街村委会获得5万元以上集体
收入，贫困户户均分红500元。

短期困难要解决，长期规划更不
可少。过去3年，武定县先后建成了
以白路、环州为主的5万亩早青豌豆
种植基地，以猫街、高桥等地为主的
5万亩高山绿色蔬菜基地，以及狮山

镇樱桃、己衣镇芒果等一批高原特色
农业示范基地。同时，还引进并培育
了康骋中药材等农业龙头企业 31
家，带动贫困户发展特色种植、养殖
业，培育 578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带动 1 万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
户均增收1990元。到2018年底，武
定县共减贫1.8万多户7.5万多人。

目前，楚雄州共有 4992 家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有产业发展条件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7.9 万户、30.05
万贫困人口发展扶贫产业，主体带动
覆盖率达到100%。

十万大军“拔穷根”

在楚雄，经常听到“十万大军抓
扶贫”的说法。杨斌介绍，全州 1 万
多个基层党组织和103个乡镇8240
名干部职工，1100 个村（社区）3558
名干部，1 万多个村（居）民小组 1.7
万多名干部，4万多名农村50岁以下
在家党员，3万多名机关事业单位挂
包干部，2768名驻村工作队员，共同
组成了“十万扶贫大军”。

在投入上，楚雄坚持州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30%以上安排到深度贫困
县和贫困村，2019 年全州计划投入
整州脱贫资金88.35亿元，其中将投
入武定县16.68亿元。在力量上，向
深度贫困地区发力，实行州委书记、
州长“双挂包”武定县负总责当总指
挥，2018 年先后两次增加武定县的
挂包帮扶力量，从州级 41 个部门增
派结对帮扶干部1408人，从州级71
个单位向武定县新增派91名驻村扶
贫工作队员，州级152家挂包单位有
71家在武定县挂包，占46.71%。

注重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楚雄州委副书记李明介绍：“各
级党委、政府切实履行好脱贫攻坚的
主体责任；驻村扶贫工作队坚守一
线，吃住在村、当好先锋；开好党员
会、贫困户会议、村民小组长会、户长
会‘四会’，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罗干莫村是武定县东坡傣族乡
最偏远的村组，全村104户410人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89户351人。今
年4月，武定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教导
员李文芝与同事在走访罗干莫村贫
困户的路上不幸牺牲。李文芝牺牲
后，帮扶贫困户的接力棒继续在全州
公安系统传递。目前，李文芝包保的4
户18人和武定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包
保的15户60人全部脱贫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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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楚雄元谋县现代种业科技园区工厂化育苗基地内，员工在搬运种苗。 高 迪摄（中经视觉）

内蒙古莫力达瓦旗

电力精准扶贫 治了永安村“心病”
本报记者 王轶辰

近年来，安徽省全椒县在推进产业扶贫过程中，立足区域农业特色，大
力发展设施瓜果蔬菜种植，全县设施瓜菜种植面积达6万亩，年产值达3亿
元，带动2万余农民增收致富。图为全椒县太平农作物幼苗培育合作社农
民在育苗温棚内嫁接西瓜秧苗。

沈 果摄（中经视觉）

设施瓜菜种植促增收

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变“外延式扶贫”为

“内生式扶贫”，变“被动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撑好金融

扶贫的支点，搭好金融扶贫的杠杆，用好金融扶贫的动力。

大姚县咪依噜民族服饰制品有限公司，绣娘们在刺绣。
高 迪摄（中经视觉）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永安村因
盛产水果黄菇娘而远近闻名,为村民
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收入，不少贫困户
也因种植黄菇娘实现了脱贫。今年，
贫困户李河、陈奎两家种植的黄菇娘
迎来丰收，可连续的阴雨天及霜冻却
让他们犯了愁，黄菇娘如不及时采摘
会全部烂在地里，而大面积采摘雇用
人工又掏不出钱。国网莫力达瓦旗
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的 30 余人及时赶来，为贫困户
抢收采摘近 1 万公斤黄菇娘。按市
场价格每公斤6元计算，为贫困户挽
回经济损失近6万元。

永安村是莫力达瓦旗供电公司
精准扶贫包点片区。近年来，莫力达
瓦旗供电公司组建了共产党员服务
队，并采取包村、包点服务制度，实施

“党建+脱贫攻坚工程”，走村串户、深
入田间地头，采取多种方式，解决贫
困户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开

辟贫困村创业项目报装“绿色通道”，
主动简化报装手续，帮助永安村调整
种植结构，鼓励其加大经济作物种植
密度。

孤寡老人、贫困户独居危房问题
之前是永安村的一块“心病”，莫旗供
电公司党群工作人员多次深入永安
村与孤寡老人、贫困户交谈后，经过
村委会及全体村民代表共同商议，决
定将申请的危房改造资金与互助养
老院项目、电力扶贫项目有机结合，

打造“精准扶贫幸福家园安居工
程”。莫力达瓦旗供电公司一方面
与政府部门做好工作对接，将安置
点电网建设列入重点项目，另一方
面针对工程建设施工用电建立绿色
通道，最大程度简化报装接电手续，
自筹智能电表和电线，组织人员为
幸福家园安居工程安设智能电表。
如今，永安村孤寡老人、贫困户的住
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莫力达瓦旗供电公司总经理吴学
哲说，“我们坚持助力脱贫攻坚与强化
党的建设‘同部署’，开展‘支部联建、
党员联帮’活动，全力支援莫力达瓦旗
帮扶工程，积极配合做好莫力达瓦旗
脱贫攻坚电网建设任务，建设帮扶工
作做到帮扶单位‘一对一’、帮扶人员

‘一对一’。今后，我们将继续以坚强
电力支撑作为莫力达瓦经济建设和发
展的保障。同时把精准扶贫工作做得
更精准，让贫困户早日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