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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打响财政扶贫攻坚战

江苏省财政厅

2009 年，江苏省财政部门将支持

经济薄弱地区加快发 展、帮助贫困农

户脱贫增收作为财政支持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 展的

一项重要举措，以贫困农户脱贫增收为

基本目标，以开发式扶贫为基本手段，

加大投入、创新机制、规范管理，大力

推进全省脱贫攻坚工程实施。

（一）落实奖补机制，推动苏北重

点县脱贫攻坚工作

为充分调动地方实施脱贫攻坚工

程的积极性，加快贫困地区农户脱贫增

收步伐，江苏省财政、扶贫部门联合制

定了脱贫攻坚财政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明确奖补范围，分档设立奖补标准，建

立起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制度及奖

惩制度。

1. 奖补范围为苏北地区 25 个经济

薄弱县（市、区）。奖补标准分为两个档

次 ：睢宁、丰县、沭阳等 11个重点脱贫

县，奖补标准为 1100 元 /人 ；赣榆、东

海、阜宁等 14 个脱贫县，奖补标准为

1000 元 /人。25 个县中，纳入建档立卡

范围的需帮扶脱贫低收入人口 260.68

万人，按以上标准，省财政 5 年内安排

奖补资金总额达 到 27.66 亿元，其中，

60% 作为启动资金、40% 作为脱贫奖

励资金。启动资金省财政分三年拨付

到 位（2008—2010 年），每 年 拨 付 5.5

亿元。奖励资金从 2009 年开始，由省

扶贫办牵头对各 县（市、区）脱贫人数

进行考核，只要达到年收入 2500 元的

标准，省财政按照“脱一个，奖一个”的

原则，兑现奖励资金。2009 年11月，省

扶贫办牵头组织对当年脱贫攻坚结果

进行考核，目前考核工作已基本结束，

根据考核结果，2010 年 2 月，财政厅兑

现了 2009 年脱贫攻坚的奖励资金 3.94

亿元。

2. 奖补资金实行项目管理，支持贫

困农户发 展生产。按照“责任到县、权

责一致”的原则，省级财政奖补资金主

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参股分红、

组建合作组织、企业带动等方式，组织

贫困农户开展设施园艺、畜禽养殖等高

效设施农业项目建设，向农业要效益 ；

通过 购买公益性岗位、培训输出、就

地转移等方式，鼓励贫困劳动力转移

就业，向非农产业要效益 ；鼓励部分

有条件的农户联合起来开展物流运输、

废品收购、来料加工、商品经销等项目，

地方政府通过资金补助、税费减免、放

宽审批、组织推动等方式给予支持。

3. 在资金管理方面，为确保脱贫

攻坚奖补资金的使用效益，奖补资金

纳入各级 财政扶贫资金专户管理，实

行专户存储、专户核算、专款专用、封

闭运行，统一实行报账制管理。同时，

2009 年财政厅还将脱贫攻坚工程资金

使用情况列为绩效考评的内容，推动

各地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益和资金管理

的科学性。

（二）实现扶贫小额贷款全覆盖，

扩大贫困农户受益范围

扶贫小额贷款政策是脱贫攻坚工

程的重要内容。为放开规 模、完善实

施办法、提高扶持效果、逐步引入金

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的竞争机制，

省财政厅、扶贫办、信用社联合社制定

了完善扶贫小额贷款发放办法，进一

步健全省级扶贫小额贷款机制，完善管

理办法。一方面，取消规模控制，引入

多方参与，只要是面对建档立卡贫困农

户发放的符合规定的扶贫小额贷款，省

财政均按一定标准给予贴息，并对贷

款机 构给予考核奖励，将单户贷款额

度从 5000 元提高到 1 万元。另一方面，

考虑到贷款对象的变化，为降低金融

机构风险，对贷款回收率低于 90% 的，

损失部分由省财政和金融机构各承担

50% 改为省财政承担 70%、金融机构

承 担 30%。2009 年，全省扶贫小额贷

款 发 放规 模达 12 亿元。同时，为了加

强对扶贫小额贷款的管理，从 2005 年

起，江苏省在扶贫小额贷款的资金管

理工作中就采取了积数考核制度和委

托中介机构审计结算制度，规范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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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发放及回收的操作和管理工

作，节约了运作成本，效果显著。2009

年，财政 厅将扶贫小额贷款列为监督

检查的重点项目，委托会计师事务所

对 2008 年扶贫小额贷款发放回收情况

进行审计，根据审计结果兑现各地奖

励及贴息等资金共计 6573 万元，节省

开支427 万元。

（三）继续开展转移培训，提高贫

困农民工作技能

2009 年，省财政 对贫困户的补助

标准提高到每人 500 元，实际培训贫

困劳动力11.6 万人。在继续坚持培训

券制度的基 础上，鼓励各地进一步完

善工作机制，拉大培训补助档次，提高

对高技术工种的补助标准。为推动培

训工作由重数量向数量与质量并重方

向转变，2009 年全省开展了高技术 工

种技能鉴定“以奖代补”试点，将机械

设备加工维修装备、仪器仪表装配修

理、日用机电产品维修、汽车维修四类

工种列入高技术工种补贴范围，对初

次取得选定高技术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证书的农村劳动力，按人均 200 元的标

准给予定额奖励。

（四）做好对其他特殊地区及群体

的扶贫工作

1．黄茅老区扶贫资金。为促进革

命老区发 展，改善老区经济薄弱村生

产生活条件，增强低收入农户的增收

脱贫能力。2009 年，财政 厅专项安排

黄茅老区扶贫资金 800 万元，重点扶持

黄茅老区范围的经济薄弱村贫困农户

发展高效设施农业，开展劳动力转业、

就业、创业，从事加工、流通等二三产

业，增加贫困农户收入 ；加强村组道

路、电灌设施、防渗渠、村级桥梁及

农村沼气等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小型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促进经济薄弱村

集体经济发展，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增

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2．少数民族扶贫资金。为加快少

数民族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和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步伐，2009 年财政 厅安

排少数民族扶贫资金 700 万元，其中中

央资金 400 万元，主要用于扶持民族乡

镇、民族村以及能带动少数民族贫困农

户增收的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重点支持有特色的种植、养殖业

及农副产品加工等促进少数民族贫困

农户增收的多种经营项目，适当支持帮

助安置少数民族困难群众就业的项目。

3．贫困林场扶贫资金。为帮助国

有贫困林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尽快

脱贫致富，全年 安 排资金 1000 万元，

其中中央资金 5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贫困林场改善生产条件和职工的生活

条件的非经营项目，利用林场或当地资

源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经营项目。贫困

林场采用项目库管理的形式，根据林场

的贫困程度，分年度进行扶持。

4．康复扶贫贷款。2009 年，中央

下达江苏省康复贫困贷款 50 万元，其

中 50% 用于项目贴息，其余用于残疾

人个人贷款。目前，财政厅会同省残联

和省农行已落实项目贷款企业、贷款

计划额度共计 833 万元，计划贴息共计

24.99 万元。残疾人个人贷款贴息将于

2010 年贷款回收后进行结算。

5．继续开展互助资金试点。2009

年，中央安排江苏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

经费 300 万元，选择楚州、响水、东海、

沭阳作为试点县，并新增 20 个试点村。

根据试点县的工作进度，互助资金已

于 2009 年10月底全部拨付到位。

自实施脱贫攻坚工程以来，江苏

省各地各部门创新工作机制，落实各

项措施，强化各方责任，脱贫攻坚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两年来，全省共向苏

北投入各类帮扶资金 28.8 亿多元，其

中 2009 年达 17.8 亿元 ；发放扶贫小额

贷款 19.96 亿元，其中 2009 年达 12 亿

元 ；培训农村贫困劳动力21.6万人，转

移就业 21.07 万人 ；共有 238 万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 ；脱贫攻坚目标实现村累计

达 292 个，其中 2009 年达 199 个 ；已建

成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517个，四分之一

的省定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万

元以上，40 个村参加了扶贫互助资金试

点，经济薄弱村的落后面貌显著改变，

贫困农户自我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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