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促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连片开发走出一片新天地

赵庆业  郑新建

为从根本上整体改变重点贫困，

村的贫困状况，2007年以来，河南

省财政在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

切实强化财政资金引导和示范作用，

积极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开展了“县

为单位、整合资金、整村推进、连片

开发”扶贫试点工作。经过三年的努

力，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

探索出一条符合河南实际的加快贫

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统筹规划，科学编制试点

方案。河南省财政厅与省扶贫办按照

“试点县向贫困程度较深的黄淮四市

和南阳市倾斜，必须是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县域内有未实施整村推

进的贫困村相对集中的片区，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扶

贫资金和项目管理水平较高，以往

整合涉农部门资金力度大，有一定的

优势、特色产业或有产业开发潜力，

支柱产业基础好，对试点工作积极

性高”等原则，先后确定了沈丘、淅

川等 9个县为试点县。为做好县级试

点项目规划，省扶贫办、财政厅联合

下发了《 关于做好“县为单位、整合资

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试点工作

的通知》，明确了试点的主要内容和

重点、试点资金的安排和使用、试点

规划的编制原则和方法等。试点县

针对项目区基础设施落后、公 益事业

发展滞后、村容村貌脏乱、群众增收

困难、发展后劲不足的现实，在充分

尊重项目区农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

着重围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公益事业、改善村容村貌、发展壮大

支柱产业和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进行项目规划，体现了统筹、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确保

项目规划更加完善，省财政厅会同省

扶贫办组织召开评审会，对试点县

的项目规划进行评审论证，提出修

改完善意见，确保了项目规划的科学

性、严谨性。

（二）加强领导，严格落实工作

责任。河南省财政厅、省扶贫专门成

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

试点工作的指导、督促、监督、检查、

验收等。试点县也建立了组织领导

体系，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沈丘县

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常

务副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实

行“党委总揽，政府主导，部门配合，

齐抓共管”的领导机制，把试点工作

作为全县农村工作的重要抓手列入

县委、县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通报工作，研究解决

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县政府主要

领导与县直有关部门和项目乡镇一把

手、项目乡镇主要领导与行政村负责

人层层签订试点工作目标责任书，层

层分解任务，明确各自责任。同时，

将试点工作列入县、乡党政及县直

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目标责任考核内

容，实行责任追究制。

（三）整合资源，凝聚连片开发

工作合力。“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任

务重、要求高，必须整合一切有利因

素，形成强大合力。为此，试点县在

坚持从政策、资金、力量、资源四个

方面进行了整合。在政策上，结合本

县实际，将林业生态县建设、农村人

畜安全饮水、农村土坯房改造、村

村通道路建设、小额信贷贴息等扶

持政策，集中向连片开发区倾斜；在

资金上，以财政扶贫资金为引领，按

照“统一规划、集中使用、渠道不乱、

性质不变、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

原则，将涉农部门资金集中用于试点

区建设。三年来 9个试点县共投入中

央扶贫资金 4000万元，省、市、县

三级财政投入 6332万元，整合涉农

部门资金 22619.96 万元。在力量资

源上，各试点县县委、县政府统揽

全局、协调各方，举全县之力推动连

片开发试点工作。沈丘县组织县直有

关单位与 10个试点村开展“一帮一”

对口帮扶活动，要求各部门在资金、

技术、资源方面予以支持，并将帮扶

任务落实情况作为对各单位年终考

核的重要指标。淅川县实行党政机

关、人民团体、大中型企业驻村帮扶

活动，13 个县直单位对口帮扶13 个

试点村。

（四）强化管理，确保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在资金和项目管理方面，

各试点县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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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跟着项目走，监管跟着资金走”的

原则，重点把好“六关”。一是工程预

算关。对实施的每一个工程项目，根

据项目所需材料价格和数量，制定

工程预算，并严格按照预算分配拨

付资金。二是项目建设关。对所有建

设项目积极推行项目公示制、项目法

人制、项目招投标制、政府采购制和

项目监理制，严格执行项目设计方

案，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三是资金使

用关。严格实行财政扶贫资金县级

财政报账制，专人管理、专账核算、

专款专用，对项目资金到位使用情况

一月一督查一通报。对整合资金项

目，建立整合资金项目台账。四是资

金审核监管关。由各级主管部门和

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共同构成监督

体系，对所有整合资金的安排、到

位和使用情况进行及时检查。五是

项目督查关。将试点项目按属地管

理和部门职能权限进行细化，建立

经常性督查制度，定期对项目建设

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表扬先进，

督促后进。六是工程管护关。在项目

竣工验收后，明确产权归属，落实管

护主体，及时办理产权移交手续，建

立健全各项运行管护制度。民权县

在每个试点村明确 3—5名管护员，

对整村推进连片开发项目的建后管

护实行“一分钱工 程”，即村民每人

每天拿出一分钱集中使用，聘请村

内老党员、退休教师等对项目工 程

进行管护。

（五）突出主线，做大做强优势

特色主导产业。为增加项目区农民收

入，增强项目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各

试点县都把产业开发作为项目建设

的重要内容，致力于做大做强优势、

特色、主导产业。在产业开发投入方

面，三年来 9 个试点县 共投入 1.34

亿元用于产业开发，占资金投入 总

量的 35.97 % 。洛宁县按照规划，紧

紧抓住烟草公 司、东汉禽业和天宁

等龙头企业，在试点区强力发展优

质烟叶、肉鸭和速生杨等富民产业；
民权县依托双龙粉业公 司、民天油

脂公 司和长领食品公 司，大力发展

订单农业，依托富民生猪养殖小区、

华丰奶牛养殖小区和凤翔蛋鸡养殖

小区，带动试点村大力发展畜牧养

殖业；淅川县则把推广实用技术作

为提高产业开发成效的平台，在项目

规划中明确了培训内容，通过举办实

用技术培训班和发放技术资料等形

式，强化农民科技意识，提高农民

科技水平，推动产业开发进程。

（六）强化群众主体意识，调动

群众参与项目的积极性。为确保每

个项目都是群众迫切需要、乐于去

干、踊跃参与的项目，河南省各试点

县在项目实施上坚持让群众做到“六

个明白”，即明白国家扶持政策、明

白村庄规划内容、明白实施的每一

个项目、明白筹资融资方案、明白工

程招标和资金使用、明白扶持发展

的主导产业。在扶贫开发资金、项目

分配上，综合运用以奖代补、先干

后补等方式，以扶贫资金为引导，鼓

励群众广泛参与扶贫开发。在扶贫

资金使用上，所有项目全部实行统

一招投标，全面公 开公示，全程接受

群众监督。在实施方式上，动员群众

直接参与规划制定、组织实施、质量

监督、检查验收等各个环节，强化

群众的拥有感和主人翁意识，从而

有效提高群众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

性。宜阳县在试点项目的规划和实

施上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实行村党

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

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

议决议，决议公 开、实施结果公 开的

“4+2”工作法，让农民群众享有充

分的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

2007年至今，河南省“县为单位、

整合资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扶

贫试点工作共涉及9个县的 23个乡

镇、94 个贫困村，试点项目1279个，

累计投入 各类资金 37378.05万元。

通过实施连片开发项目建设，试点项

目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社会

得到较快发展，呈现出和谐、文明、

发展的新景象，绝大多数试点村成

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

一是项目区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形

成规模，自我发展能力和农民收入

水平明显提高。通过充分利用财政

扶贫资金、信贷扶贫资金和涉农部

门资金实施产业项目开发，项目区种

植、养殖、加工等优势、特色、主导

产业得到发展壮大，并产生了良好的

规模效应。民权县通过致力于产业

开发，项目区已形成了以小麦、花生、

蔬菜、林果、畜牧、水产为主的优势、

特色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007

年的 1862 元增长到 2009年的 3480

元，增长值及增长速度均超过全县

平均水平。项目区 6350名贫困人口

的人均纯收入由 2007年的 845元增

长 到 2009 年的 3060 元，绝大多数

贫困户脱贫。

二是项目区基础设 施条件显著

改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通过村

组道路、入户道路建设，项目区实现

了村村通、组组通，基本实现了户户

通，农民行路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通过小型水利设 施建设，改善了项

目区农田灌溉条件，增加了农田有效

灌溉面积。通过安全饮水工程建设，

项目区自来水通户率达到 95% 以上，

人畜饮水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通

过连锁超市建设，较大程度地满足

了农民的购物需求。通过建沼气、改

厕、改圈、改厨，使传统的农厕、畜

牧养殖、厨房环境有了实质性改变，

并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通过以改

造危房旧房、整治残垣断壁、粉刷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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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架设输电线路、安装路灯、建设

垃圾污水处理设 施、修建公 厕、栽

植绿化树种等为主要内容的村庄净

化、亮化、绿化工程建设，试点村脏

乱差问题得到解决，人居环境切实

改善。

三是项目区各项社会 事业协调

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和乡风文明建

设有效加强。通过建设 文化大院、

文化活动室、村级医疗室、敬老院、

计生服务室和修建学校等，推动了

项目区文化、卫生、社会保障、教育

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协调、快速发展。

各试点村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农民

就医难问题得到解决，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参合率达到 100 % ，农村社会

保障覆盖率高于全县平均水平，义

务教育入学率小学达到 100% 、初中

达到 95% 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

制在 5‰以内。通过健全基层民主制

度，完善村规民约，加强法制和思想

道德教育，开展“文明五好家庭”、“好

媳妇”等创建活动，项目区村“两委”

的管理能力得到提高，农民的法制

观念和思想道德素质不断增强，干

群关系、邻里关系进一步密切，社会

更加稳定和谐。

四 是项目区农民思想观念发生

积极转变，科技文化素质得以提高。

通过宣传扶贫开发政策，鼓励农民

参与试点项目建设，项目区农民克服

了“等、靠”思想，建设美好家园的

积极性空前高涨。通过营造学科学、

学文化、学技术的浓厚氛围，普及科

技文化知识，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

和以种植、养殖为主要内容的实用

技术培训，培养出了一批有文化、懂

技术的农民技术员和科 学种田、科

学养殖示范户，为项目区发展提供了

人才保障。

（作者单位 ：河南省财政厅）

责任编辑  陈素娥

本期专题——促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千村扶贫开发  百村整体推进

杨光军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是典型

的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全州 1市 11

县，除了州政府所在的大理市，有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9 个，省级重

点县 2个。1073 个行政村中，贫困村

达 500 多个，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大

分散、小集中”特点，绝大多数贫困

人口集中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条

件恶劣的贫困村。2006 年，大理州

开始实施千村扶贫开发、百村整体

推进工 程，每年集中扶持 100 个行

政村，计划用 10 年时间分期分批解

决全州 1000 多个行政村的贫困问

题。其中，2006 年到 2010 年，扶持

经济社会发展最滞后、自然条件最

差、贫困人口比重 较 大的 500 个行

政村。

（一）统一编制规划。大理州制

定 了 2006 年至 2010 年的 5 年 扶 贫

行动规划，每年实施 100 个行政村

的整体推进，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

区经济社会的 落后状况。同时，按

照“抓两头、带中间”的思路，要求

每个县市每年建设 一个 基础条件

最好、发展潜力最大、代表性最强、

示 范作用最好的小康示 范村。通过

百村整体推进和示范村建设，促进

中间 430 多个村发展，最终使全州

1000 多个行政村中尚未解决温饱的

17.5万贫困人口到 2010 年基本解决

温饱，使已经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

稳固的 36.83万贫困人口实现稳步脱

贫，使已经稳步脱贫的群众尽快进

入小康。

（二）统一实施目标。大理州按

照三个层次制定了“866”目标。一是

农户“八个有”：有一幢青瓦白墙人

居房，有沼气池或节能灶，有小水窖

或小水池，有卫生厕、卫生畜厩或独

立畜厩，有稳定可靠的产业增收项

目，每年人均有一头商品畜出售，人

均有一亩 400 公 斤以上的稳产农田

地，人均有一亩特色经济林果。二是

自然村“六个有”：原则上有进村入

社的简易公 路，村内有整洁畅通的

道路，有安全卫生的饮用水，有入村

入户的通电条件，群众有简单的就医

条件，有一批劳 动力受 到培训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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