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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作为西部欠发达的少数民族

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地区，

属于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

于一体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6—

2017 年，宁夏累计投入扶贫方面的资

金达到 209.7 亿元，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战略的实施，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从 58.8 万人减少到 41.8 万人，贫困发生

率由 15.4% 下降到 11.1%，宁夏的脱贫

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宁夏现在

剩下的贫困人口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坚中之坚，特别是素有“苦瘠甲天

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贫困程度深，

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是一块难啃

的“硬骨头”。当前，宁夏脱贫攻坚已到

了爬坡过坎、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各

级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彰显财

政作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宁

夏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时强调，对

于宁夏来说，民生工作重中之重是打赢

脱贫攻坚战。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脱贫攻坚，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明

确把脱贫富民战略作为三大战略之一，

要确保实现预期目标。全区各级财政部

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西部

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

紧围绕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

“脱贫富民”战略目标，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宁夏“脱贫富民”

战略的重要性、艰巨性和紧迫性，把脱

贫攻坚作为底线要求和重要政治任务，

深化财税改革，优化支出结构，加大资

金投入，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稳步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努力打造全国脱贫攻坚示范区。

在“投”字上出实招，创新贫困地区

的“输血”方式

脱贫，离不开资金的强力支撑，各

类投入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保障。

各级财政部门发挥脱贫攻坚投入的主体

作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

筹措”的脱贫投入机制，加大输血力度，

创新输血方式，形成全新的脱贫投入

新格局。一是建立扶贫投入稳定增长机

制。坚持有保有压，不断优化支出结构，

逐年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从 2015 年的 17.8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41.6 亿元，年均增长 62%，累

计安排地方债 27.3 亿元用于脱贫攻坚，

优先确保了扶贫领域资金需要。自治区

财政继续增加贫困县（区）的一般性转

移支付额度，新增财力向贫困县（区）倾

斜，脱贫攻坚地方债重点向深度贫困地

区倾斜，做到扶贫资金“只增不减”。二

是加大扶贫资金整合力度。优化财政涉

农资金供给机制，2016 年以来，将 37 项

目标相近、方向类同、项目重复的涉农

资金整合捆绑使用 , 累计整合资金 86 亿

元，形成了“拳头”效应。自治区财政将

整合资金统筹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等

社会事业，专项扶贫存量资金和新增资

金重点用于深度贫困地区。三是推行扶

贫资金竞争性分配。自治区财政拿出一

定额度的资金，面向贫困县（区）采取

公开竞争，通过扶贫项目比选，将资金

投向最好的扶贫项目，以好的项目带动

引领扶贫开发。扶贫资金切块下达，充

分调动和发挥市县级财政的自主作用，

将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市县，提高资金

使用精准度，支持市县解决突出贫困问

题。四是创新扶贫融资机制。宁夏经济

基础薄弱，自身财力有限，单靠政府投

入很难实现脱贫，必须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集聚社会力

量，做大扶贫资金“蓄水池”。建立“财

政 + 金融 + 担保 + 基金”的融合机制，采

取贷款贴息、补贴、奖励等方式，支持

推广“盐池模式”“蔡川经验”，扩大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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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放，撬动引导金融资源向扶贫产

业集聚，推动更多金融机构向贫困地区

布局，深度参与脱贫攻坚。2016 年以来

累计向 20.9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扶

贫小额信贷 78.9 亿元，扶贫小额信贷覆

盖率 63.9%。设立 10 亿元扶贫产业担保

基金，建立覆盖全区的农业信贷担保体

系。健全完善扶贫信贷风险补偿和分担

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以 PPP 或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实施扶贫项目，推进

扶贫事业快速发展。

在“扶”字上做文章，激活精准扶贫

的“造血”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推

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

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自治区第

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了确保 2020 年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

任务，这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党中央

立下的军令状，向全区人民作出的庄严

承诺。各级财政部门紧盯目标，深入研

究加快脱贫富民的政策措施，突出财政

政策的导向作用 , 改变“大水漫灌”的现

象，实施“精准滴灌”，做到政策精准、

资金精准、投入精准。一是因地因人施

策。从各地实际出发 , 因事利导，对症

下药，开好“药方”, 建立正向激励机制，

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在动力 , 变“输

血”为“造血”，由扶懒转向扶勤，由扶

穷转向扶志，引导鼓励贫困群众走市场

化路子，减少靠政府扶持的依赖 , 辛勤

劳动致富 , 营造“不愿意当贫困户，主

动摘帽”的良好氛围。二是着力增强内

生发展动力。建立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

长效机制，2016 年以来累计安排 35.1 亿

元的地方债券资金，重点向中南部地区

倾斜，支持农村路网、脱贫引水工程、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事关长远发展的

重大项目建设和“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增强了贫困县（区）经济发展后劲。

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培育发展新型

农村经营主体，带动农户 38 万户，帮助

农户增收 18.1 亿元，壮大了村级集体经

济。三是大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产业

发展是脱贫致富的关键。新增扶贫资金

重点用于扶持贫困县产业发展。在支持

传统产业的基础上，研究出台优质粮食

和草畜、蔬菜、枸杞、葡萄“1+4”特色

优势产业扶持政策，着力推进“一特三

高”现代农业发展。支持打造中国“枸

杞之乡”“滩羊之乡”“甘草之乡”“硒砂

瓜之乡”“马铃薯之乡”品牌优势，提升

农产品品牌溢价效应。推进光伏扶贫、

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等扶贫新业态，拓

展产业发展空间，构建新的经济增长

极。四是建设扶贫资金管理大数据平

台。开发建设全区扶贫资金管理信息系

统，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将涉及扶贫

领域的农业、教育、社保、惠农补贴等

资金和扶贫人口数据纳入信息系统有

效对接，做到精确识别、精准投入、精

细管理，做到数据统一、口径统一、管

理统一，实现扶贫信息共享。五是推进

公共服务均等化。宁夏中南部贫困地区

公共服务水平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必须

着力提升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让

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享受高质量的生

活，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力支持贫

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生活

环境。积极支持教育、文化、科技、卫

生等公共服务下沉，增加优质公共服务

有效供给。六是大力实施富民计划。脱

贫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研究

制定富民保障措施，实施积极的创业就

业政策，鼓励和支持贫困家庭人员自主

创业。加强扶贫劳务协作，鼓励就地就

近就业。加大农民工的实用技能培训力

度，提高扶贫对象就业能力。全面落实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支持推行资产

收益扶贫，增加贫困群众转移性收入和

财产性收入。同时，做好兜底脱贫，提

高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标准，将符合条件

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范围。

在“管”字上下功夫，突出扶贫资金

的“活血”作用

每一分扶贫资金都是老百姓的救

命钱，弥足珍贵。管好用好扶贫资金，

是各级财政部门的神圣职责，必须从

源头上入手、在关键处着力，全程抓好

扶贫资金管控，打通“中梗阻”和解决

好“最后一公里”问题，把有限的扶贫

资金用在刀刃上，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

最大效益。一是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建

立和完善扶贫资金管理制度，突出绩效

导向，把支出进度、使用效益、管理规

范作为扶贫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进行

倾斜和奖励，实行权责匹配，明确管理

责任，建立扶贫资金管理负面清单、权

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真正做到资金

实、到位实、投入实。二是加大信息公

开力度。全面推行扶贫资金、项目公告

公示制，将扶贫项目名称、投资额度、

实施地点和建设内容等借助各类媒体、

政府门户网站、乡（村）公开栏等载体

进行全面公开，积极引导社会群众参与

扶贫资金监督管理，增强资金使用的透

明度，保障资金在阳光下运行。三是强

化扶贫资金监督。建立联合监督机制，

加强与扶贫、审计、监察等部门的工作

配合，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构建常

态化、多元化、全方位的监督格局。积

极引入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委托有

资质和信誉好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

机构独立开展专项扶贫资金审计和绩

效评估，不断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水

平，确保扶贫资金真正发挥效益。四是

严肃查处违纪问题。实行最严格的扶贫

资金管理责任制，强化管理责任主体意

识，扶贫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对发生挤

占、挪用、套取、骗取扶贫资金的单位，

不但要严肃查处当事人的违纪问题，同

时还要严肃问责，追究单位领导责任，

确保扶贫资金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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