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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郭玺平｜田蔚

用。目前，已经为 50 多户贫困户进行圈

舍改造，建设羊圈 1550 平米、猪舍 380

平米、禽舍 960 平米。同时引进基础母

羊 1100 只、杜泊种公羊 16 只、改良猪

150 头、芦花鸡 1300 只、野鸡和珍珠鸡

2000 羽。这样不仅能够让贫困户实现自

给自足，而且实现增收创收。

二是加快土地流转，让低产田实现

“高效益”。对上壕、下壕村的低产旱作

耕地全部实施退耕还林，对兑九湾、兴

隆村的条块水浇地全部进行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和退耕还林让贫困户户均年收

入 1000 多元。

三是发展集体经济，让有劳力的村

民“动”起来。根据兴隆村传统的劳动技

术和劳动力状况，先后成立了建筑工匠

协会、珍禽养殖协会和麦秆画协会，吸

纳会员 60 人。通过协会这个平台，架起

贫困户与用工单位的桥梁，引导和带动

贫困户就业和创业。为了帮助贫困户家

庭人员实现就业，根据兴隆村多数具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人员不能或不易长期

外出务工的实际，在原有旧社区闲置平

房内改造建立了麦秆画和荞麦壳生产加

工基地。两个项目可安排 40 多名贫困

人员实现“家门口就业”，就业人员月收

入可实现 2000 多元。在贫困人员就业的

同时，还可通过集体经济收入反哺贫困

户，实现长期稳定脱贫。“家门口就业”

模式的创新，切实找到了一条贫困人员

既不误农活又不误家务且能达到稳定就

业的扶贫脱贫新途径。

四是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让乡

村“美”起来。2017 年争取财政一事一

议奖补资金为两个村安装路灯 66 盏，协

调体育部门为两个村安装健身器械 4 套

52 件，争取财政投资建成 100 平米上壕

文化活动中心，丰富和满足了群众文化

生活。另外，正在争取中央财政投资 500

万元，专项用于四个村的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彻底根治农村垃圾随意乱倒的问

题，村容村貌将焕然一新。

五是精准帮扶，为丧失劳力的贫困

户实现政策“兜底”。先后为 71 户贫困

户 119 人办理了低保待遇，为 20 户贫困

户家庭学生进行教育救助，基本医疗和

大病保险及养老保险实现了“全覆盖”。

六是集聚合力，把社会帮扶力量

“整合”起来。积极主动与“五联五帮”

单位和结对帮扶部门密切联系，开展党

建共建促脱贫活动，目前铁一中捐赠图

书 2000 册、市执法局和财政收付中心对

9 名贫困学生捐资助学、东河医院对 200

多户村民免费体检，阿嘎如泰苏木签订

了珍禽“保底价”回购协议，多家单位达

成农副产品和麦秆画购买意向。

目前，虽然兴隆村精准扶贫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不容

固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北

麓，由于自然历史条件的制约，贫困人

口多、贫困程度深、贫困原因复杂，是

包头市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近年来，固

阳县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不动摇，紧紧

围绕全县“脱贫摘帽”的总体部署和“六

个精准”、“五个一批”的帮扶要求，发

挥广大干群的积极性，创新工作机制，

注重整体推进与精准发力，通过县、镇、

村三级书记共商脱贫，逐步形成帮扶

村、推动镇、发展县的“三级书记抓扶

贫”格局。

兴隆村是国贫村，目前仍有国家

级贫困户 124 户 262 人。这些贫困户的

思想观念较落后，老弱病残居多，自身

发展愿望不强，而且多为缺乏劳动能

力或缺乏资金，加之近几年实施退耕

还林，所剩耕地十分有限，尽管农民主

要收入来源为传统农业，但面临着“种

植没土地，养殖没场地”的困局。针对

这些情况，包头市财政局驻村扶贫工

作队最大限度地挖掘、整合各方面的

资源和力量，探索出一条精准扶贫的

有效路径。

一是搞活家庭养殖，让小庭院不再

“沉睡”。按照“黑白红绿”的思路，倡导

贫困户在庭院里养黑猪、养杜泊羊、养

珍珠鸡和野鸡，种植绿色无公害蔬菜，

实现“菜喂禽、饲养畜、肥施田”循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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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精准扶贫

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

准。”因此，对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推进精

准扶贫提出如下建议 ：

一是运用多种渠道做好贫困户识别

工作，确保对象精准。扶贫识别是精准

扶贫的基础工作，其目的是把贫困对象

找出来，使真正符合帮扶政策的贫困群

众得到有效扶持。然而现实中由于部分

群众对贫困识别工作不了解，对入户调

查工作不支持，从而影响了精准识别的

准确度。真正贫困的农户要么是因家庭

困难外出打工无暇顾及，要么是身体残

疾或疾病缠身无心过问。而有些非贫困

户听说有优惠政策又抢着当贫困户，造

成识别不准。底数不够清、指向不够准、

针对性不够强是扶贫开发存在的突出问

题，必须抓住真实识别贫困、规范建档

立卡、实施动态管理、推行挂图作业四

个关键环节，完成对贫困村、贫困户的

登记造册，建档立卡。

二是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确保措施

精准。激活内生动力是贫困地区发展的

关键之举。精准扶贫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往往造成政府

的初衷和农户的打算难以完全契合。因

此，必须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深入分

析贫困村和贫困户的致贫原因，结合贫

困群众自己的身板“量体裁衣”，按照

“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要求，逐户制

定帮扶计划，明确挂牌帮扶责任人，确

定具体的帮扶任务、标准、措施和时间

节点，做到“一家一户调研摸底、一家

一户一本台账、一家一户一个扶贫计

划、一家一户结对帮扶、一家一户回头

跟踪”，提高帮扶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使贫困户应扶尽扶，确保帮扶到最

需要帮扶的群众、帮扶到群众最需要扶

持的地方，提高帮扶工作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三是发挥集体经济的引领带动作

用，建立脱贫长效机制。贫困村的集体

经济一般都比较弱小，甚至是空白。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抓

手。扶持村级集体经济是 2017 年内蒙古

自治区基层财政主抓的一项重点工作。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可以更为有效地整

合各方资源，立足现有资源优势，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

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等，既可以拓

宽贫困户增收渠道，也为建立脱贫长效

机制夯实基础。

四是在扶贫的同时更应重视“扶

志”。在扶贫工作实践中，确实有少部分

贫困户是因为懒惰而导致贫困的，尽管

在贫困户中只是较小的比例，但是他们

对扶贫物资与资金的使用，确实让扶贫

工作受到极大的公平正义性挑战。对于

这类贫困户，扶贫工作首要的不是给钱

给物，而是要“扶志”，通过走访、谈心、

学习等多种形式改变其思想与认识，增

强其脱贫的内生动力。

五是充分发挥第一书记的带动作

用，强化其考核任用。中央在《关于做

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

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第一书记的工作

职责，“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

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要建立

第一书记实绩档案和负面清单，帮助第

一书记及时了解掌握农村工作的新情

况、新要求，不断提高开展农村工作的

能力和水平。要完善第一书记考核激励

机制，及时制定考核评估方案，定期对

其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存入个人档案，

作为评选先进、提拔任用、晋升职级的

重要依据，确保第一书记待得住、沉得

下、干得好、能重用。

六是保障村干部基本待遇，激发其

干事创业的热情。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

的第一线，担负着贯彻落实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以及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

的重任，是党在农村实施核心领导的关

键群体。目前村干部的社会地位和各方

面的待遇已有了明显改善，但要真正保

护和发挥好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消除

村干部“不好当”和“不敢当”等思想顾

虑，还应从多方面予以激励，比如完善

村干部报酬和医疗养老保险保障机制，

探索建立村干部报酬增长机制等 ；加大

从优秀村干部中培养、选拔镇机关工作

人员，拓展其发展进步的道路等。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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