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促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扶贫“雨露”浇灌致富“新花”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扶贫支教工作纪实

翟敬军

2008年初春，按照自治区扶贫开

发办公 室关于调整定点帮扶单位的

安排，自治区财政厅依依告别了已帮

扶10 年的大湾村，成立起新一期扶贫

支教工作队，如期前往新的定点帮扶

村——同心县河西镇上河湾村。
“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农村社会的

缩影，一个村子里的问题彻底搞清楚

了，我们的工作就有了正确的方向。”

本着这一理念，当年 6月中旬，厅党组

书记、厅长王和山亲任组长，带领机

关四个党支部的 30 多名党员干部，前

往上河湾村进行实地调研。他们不想

惊动县乡领导，也不让任何人陪同，

中午在村民家吃饭并交纳伙食费，目

的就是着力营造轻松自然的调研环

境，方便群众讲真话，讲实情。在扶贫

队员和村干部的组织下，调研组分成7

个小组入户走访。他们走进移民家里，

牵着花甲老人的手拉家常，亲切询问

土地分到户没有，水、电、路通了没有，

孩子上学交不交学杂费，看病方不方

便，村卫生室的服务好不好，药品贵不

贵，孩子们能不能及时接种疫苗，给

农民的直补资金到位没有。他们还来

到学校食堂，看学生吃得怎么样，有

没有开水喝。在教学楼施工工地，叮

嘱校长一定要汲取汶川地震的教训，

建设高标准、高质量的教学楼。在饲

养场，鼓励养殖户积极学习先进技术，

扩大养殖规模，增加收入，并带领其

他移民共同致富。王和山厅长还与 30

多位村民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移

民区面临的困难。

通过全面的走访调查，调研组发

现，做好帮扶工作，首先应该帮助移

民打水窖，解决好他们的生产生活用

水问题。

水窖是移民搬得来、留得住，保

障生活、发展生产的基础设施。因为

没有钱打水窖，一部分搬来的移民不

得不返回原村度日；因为没有水窖，

搬来的移民不得不用各种各样的容器

储水；因为没有水窖，移民大多靠拉

水维持生活，一吨水拉到家要花费 25

元，因水致贫现象十分突出。如果帮

助移民把水窖打起来，不仅可以改善

他们的生存条件，还可以为将来发展

庭院经济打好基础，同时，对实施移

民搬迁也具有一定的引导意义。经过

研究，财政厅决定按照生态移民政策

给予补助，将水窖补助款直接打到农

民的“一卡通”账户上。在补助政策的

引导下，移民项目区迅速掀起了打窖

热，476眼水窖很快完成，入住率大大

提高。财政厅还实施了屋檐积水项目，

使移民的生活用水情况有了好转。

为了彻底解决好移民项目区节水

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2009年 4月，

调研组再次走进了帮扶村的家家户户。

这次调研，分为产业发展、小型农田

水利和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三个

小组，有针对性地展开调研，并对移

民项目区的种植业、养殖业等产业发

展做出科学规划。调研组一致认为：

加强移民项目区毛渠建设，实现引水

入窖，是移民区生产发展的先决条件。

移民项目区依附的上河湾村水利

设施是上世纪 80 年代建设的，由于

设备老化，又年久失修，渗漏问题十

分严重，好不容易引来的黄河水利用

率不到 60% ，全村 1.1万亩土地浇灌

困难，群众用水负担沉重。经过专家

论证，财政厅果断地将上河湾村列入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实施沟渠田林

路综合治理。仅两个月时间，5条总长

17.5公里的支渠，22条总长 6.2公里的

毛渠如期竣工。冬灌来临，看着畅通

无阻的黄河水欢叫着进窖入田，村民

们如释重负，笑逐颜开。上河湾村的

群众算了笔账，实施渠道改造项目后，

全村 1.1万亩土地一年可节约水费近

42.9万元，每亩土地一年可节约39元，

平均每户每年可节约 858元，等于人均

增收 171.6元。移民项目区的移民也算

了笔账，实施引水入窖项目后，项目区

每年可节约买水费 45.7万元，平均每

户移民一年可节约 960 元，等于人均增

收 192 元。

用一个 多月的时间，统一建成

476座厕所并投入使 用是财政厅扶

贫支教工作队为移民办的又一件实

事。原先，移民项目区的家家户户都

没有建厕所的计划，有人说山里搬

出来的人生活不讲究，陋习难改。事

实上，不是他们不想建厕所，而是

没有经济能力建。于是，财政厅通过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方式为移民

修建厕所，改善居住环境。这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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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使群众受 益，家家 户户一致赞

成，连声说好。

移民比一般群众更为贫困，他们

想致富、盼致富、有能力致富，但资

金短缺问题却严重制约着其自身的

发展。财政厅通过“村级互助资金试

点”项目，为移民区安排“村级互助

资金”15万元、贴息贷款 200 万元，

支持上河湾村的群众发展肉牛养殖

业。经过层层筛选，五户联保，34 户

移民获得贷款，走上自我发展之路。

开发扶贫的同时，要兼顾救济扶

贫，不能让因病、因残致贫的特困户

再受贫苦的煎熬。赵玉莲老奶奶拉

扯 4 个孙子孙女，在半吃救济半乞讨

中艰难度日，老少 5口居住的一间旧

土房，随时都可能坍塌。当地民政局

给安排了一个危房改造指标，房子按

照统一的标准建成后，能得到 8000

元补助款。但 4 年过去了，连基本生

活都难以保障的赵奶奶对于建房子

的事儿想都不敢想。得知情况后，厅

党组立即发动党员干部伸出援助之

手，帮助赵奶奶修建新房。得到 7000

多元捐款后，在村干部和乡亲们的组

织和帮助下，房子如期建成，赵奶

奶一家喜迁 新居。厅党组还为 她们

家配套建成了水窖和引水渠道，有了

水，就能够浇灌院子里的一亩土地，

种粮种菜还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吴

占科夫妻二人皆为哑巴，没有收入来

源，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盖了两间房

子，因债台高筑，房子也只能算是个

框架。没门没窗，四处透风，冬天房

子的墙壁上能结厚厚的一层冰，一家

4口蜷缩在一床薄薄的棉被下，两个

孩子冻得哭天喊地，而且一天只有两

顿饭，饿得骨瘦如柴。得知情况后，

财政厅再次安排干部职工捐款捐物

8000 多元，为他们一家安装门窗玻

璃，购置棉衣棉被和生活用品。吴占

科将剩余的捐款作为成本，制作扫帚

出售，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生活。

贫困地区教学质量低下，意味着

新一代贫困人口的形成，将来要帮助

这部分人摆脱贫困可能要花几倍甚至

几十倍的人力物力。因此，必须着眼

当前，着力改善教学条件，为帮扶学

校的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随着移民学生的不断转入，上河湾学

校生源大量增加，原有的课桌板凳数

量严重不足，致使低年级的学生不得

不三人挤一张课桌，部分学生站着听

课。为了安置好移民学生，自治区为移

民区配套建设了一栋教学楼。教学楼

建成后，财政厅及时安排资金，按需

为教学楼配置了全部的教学设备，还

筹集资金，为帮扶学校购买了足量的

文体用品和架子床，并修建了4眼大

容量水窖，使教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宁夏扬黄灌溉工程是国内最大的移民扶贫灌溉工程

帮扶村肉牛育肥 初具规模，但

养殖技术比较落后。为了缩短上河湾

村与川区肉牛养殖技术的差距，转变

养殖 户养殖经营理念，整体提高养

殖水平，2009年 5月，财政厅积极开

展科技扶贫，安排相关部门举办培

训班，聘请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和服

务，从品种选购、饲草料配制、喂养

方式、防病防疫、屠宰加工、成本核

算等方面，深入 系统地为大家解疑

答惑。永宁县红星肉牛养殖合作社

与上河湾村肉牛养殖合作社以山川

互动的形式开展合作，为其长期提

供技术服务，指导上河湾村肉牛养

殖业逐步实现产业化经营。

财政厅还把扶贫工作作为检验

干部的平台，选派干部蹲点扶贫，不

脱贫不脱钩，力争早日把定点帮扶村

建设成为自治区扶贫示范村。从1997

年至今，厅党组已派出 11支扶贫支教

工作队，选派 20 多名年轻 干部，先

后在 4 个扶贫村 7个支教学校工作锻

炼。在一批批年轻干部的辛勤工作和

不懈努力下，帮扶村组织建设进一步

加强，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生活条

件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进一步整

洁，教学设施进一步完善。财政厅扶

贫支教工作连续 12 年被自治区党委、

政府评为“扶贫支教工作先进单位”

和“优秀农村工作指导员派出单位”。

一滴滴扶贫的“雨露”，一定能够

浇灌出一朵朵致富的“新花”。2009

年的春天，财政厅又在移民项目区开

展了庭院经济和村庄绿化试点。一个

村容整洁、经济发展、乡风文明、生

活幸福的移民项目区，即将展现在我

们面前。

（作者单位 ：宁夏回 族自治区财

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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