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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  建设和谐幸福新宁夏
本刊记者｜张小莉  韩璐  特约通讯员｜刘建洲  袁海龙  冯美瑾

开发的主战场和最难啃的“硬骨头”。

从恶劣的自然环境迁出，搬到适宜

生存的地区，是这些由于自然条件致贫

的群众脱贫最为关键的第一步。李克强

总理在今年2月初到西海固地区调研时

指出：“故土难离，但新地方照样生根，

搬出去后天地就宽了。”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宁夏就

开始尝试易地搬迁，生态移民，探索“搬

出去”这条减贫脱贫之路。1982年，国

家作出实施“三西”（甘肃河西、定西，

宁夏西海固）农业专项建设的重大决策，

开启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

发的先河。宁夏抓住机遇，从1983年开

始至今，先后实施了吊庄移民、扶贫扬

黄灌溉工程移民（“1236”移民工程）、中

部干旱带县内移民和“十二五”中南部

地区生态移民等四次政策性移民搬迁。

如今，约有116万人从山大沟深的西海

固地区搬迁出来，搬到了新的家园。

四月的宁夏，春意盎然，生机勃发，

还未到丰水期的黄河水静静地流淌，娓

娓诉说着千百年来文明的变迁，也见证

着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改革巨变……

吴忠市红寺堡区，在移民新村弘

德村幼儿园里，温暖的阳光洒满院子的

每个角落，100多名孩子跟着老师边唱

边跳，天真的笑脸如花儿般灿烂地绽

放——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总共6000

多人全部由宁夏南部地区西海固搬迁至

此，彻底摆脱了“穷根”。

“十二五”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

积极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实

施，加快“造血式”扶贫，探索、丰富了

民族地区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攻坚

经验，取得了扶贫工作的阶段性成效，

让贫困群众有了更强的获得感，也扶

持越来越多的脱贫群众走上了致富路。

 生态移民：

“搬出去后天地就宽了”

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

但是位于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处黄土高

原西南边缘，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干

旱少雨，被称为“苦瘠甲天下”。这个在

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

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涵盖着

西吉、海原、固原、彭阳、泾源、隆德等

6个国家级贫困县（区），成为宁夏扶贫

弘德村幼儿园快乐的孩子们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17

本期专题
中国财政｜ 2016.10半月刊｜总第711期

其中，红寺堡区形成了全国最大的

生态移民安置区，并发展成为移民安置

的成功典范。“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

冬，天上无飞鸟，地上沙石跑。”这是上

个世纪九十年代红寺堡真实的写照。历

经近二十年的移民开发，这里已经是

“荒漠变绿洲，沙丘起高楼。”                                                               

“红寺堡，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的

中心，是自治区为从根本上解决南部山

区贫困群众脱贫问题而建设的大型水利

枢纽工程——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

的主战场，1999年1月开发建设，2009

年9月设立为吴忠市辖区。”红寺堡区区

委书记丁建成介绍说，依托扬黄灌溉工

程，目前，已累计开发水浇地近60万亩，

搬迁安置山区移民近23万人，其中农村

人口占83%、回族占61%。“2015年，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5.61亿元，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1.61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68.64亿元，分别是2009年设区前的

2.8倍、3.2倍和4.7倍；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开发之初的不足500元增加

到6409元，先后有11.2万人稳定脱贫。”

“红寺堡区移民安置的成功范例，

为宁夏实施‘十二五’生态移民搬迁工

程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宁夏回族

自治区财政厅厅长张苏安说，“针对生

活在西海固地区不适宜居住、不适宜发

展的35万极端贫困群众，2011年，自治

区再次启动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计划

拿出上百亿资金，用5年左右时间把他

们搬迁到近水、沿路、靠城适宜生活和

创业的地方，再用5年左右的时间助其

脱贫致富。”截至2015年10月底，宁夏

“十二五”时期生态移民累计投入资金

124.6亿元，完成移民住房主体建设7.65

万套，搬迁移民7.39万户31.79万人。

产业扶贫：

“葡萄托起脱贫致富的希望”                                

中圈塘村，位于红寺堡区红寺堡

镇，是“1236”移民时建成的移民村，一

条柏油公路直通村口，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已经成为富裕的“明星村”。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的杨国文，15年前由同心县

移民搬迁过来，现在已是村里脱贫致富

的领跑者。“近几年，大家都脱了贫，富

裕了，当年移民过来时住的老房子和老

院落早就不存在了，现在都是重新翻修

重建的新房新院。”杨国文说，“有这样

的好日子，多亏了政府的财政扶持和政

策引导，让我们种上了酿酒葡萄，葡萄

托起了我们脱贫致富的希望。”

为了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的生态移民工作目标，红寺堡区积

极探索适宜的产业扶贫之路。红寺堡

地处北纬37度至38.2度，这一区间纬

度正是被誉为世界酿酒葡萄种植的黄

金地带。经过专家的考察鉴定，红寺堡

区开始大力发展酿酒葡萄产业，以帮

助脱贫群众走上致富之路。为了鼓励

村民种植葡萄，政府实施“四免一补”

政策，即免费开沟，免费提供种苗，免

费架杆，免费施肥，并在3年未挂果期

间，每亩补助100元。同时，聘请葡萄

种植专家，住村为农户提供葡萄田间

管理技术。资金的支持，技术的保障，

极大地带动了农户种植葡萄的积极性。

杨国文一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葡

萄种植的，到现在，他不仅将自己家的

15亩地全部种上了葡萄，还流转了岳父

家的10亩地来种葡萄，“仅种葡萄一项，

每亩每年就能收入七八千元钱。”杨国

文喜笑颜开。

几年下来，红寺堡区通过整合各种

项目资金，引导示范、奖励补助种植户，

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区的葡萄种

植也成了规模，累计种植达到10万亩

以上。“种好了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

来自北京、河北、浙江、陕西、内蒙古、

甘肃等国内30家葡萄酒生产企业陆续

落户红寺堡，完成投资已超22亿元，有

力带动了产业富民之路。

2012年前后，红寺堡区又迎来了

从西海固地区自然条件最恶劣的村子

搬迁而来的9000多名生态移民，形成

了两个年轻的移民新村——弘德村和

同原村。两个村子连成一片，远远望去，

一排排由红砖修葺而成的院落，整齐划

一。“每套住宅都是按照统一标准建设

的。每户家庭可分配到一套54平方米

两室一厅的房子，并带一个0.4亩的院

子。每户家庭自己出1.28万元，各级财

政补贴7万多元。”红寺堡区财政局局

长朱斌介绍说。每一个移民新村都要符

合“八通八有”的标准，即要实现水、电、

路、排水、邮、公交、广播电视、电话“八

通”，学校、幼儿园、卫生室、文化广场、

超市、村级活动场所、便民服务中心、

太阳能“八有”。

靠近弘德村村口的一处院子，是吴

小芳的家。她们一家是从固原搬迁过来

的。当被问起是否愿意搬到这里来时，

她回答得很干脆：“当然愿意。”她的爱

人在甘肃打工，她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公

婆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按照每人1亩地

的标准，她家分到了5亩地。由于地少

人多，且缺少劳动力，按照种玉米的传

统种植模式，虽然能够解决温饱，但却

不能脱贫，她们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为帮扶建档立卡户早日脱贫，去

年，在镇里的帮助和协调下，弘德村的

土地集体流转给了汇达公司，用来集中

种植酿酒葡萄。这样，吴小芳家每年可

以得到土地流转费2000多元。

“红寺堡区‘十二五’生态移民与

‘1236’移民相比，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但由于新搬迁移民数量大、搬入时间

短、人均耕地少等原因，贫困人口数量

占比较大。”丁建成说，“红寺堡区要打

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区同步进入全面小

康社会，必须在精准扶贫、产业扶贫上

下真功夫。为贫困户建档立卡这个工作

必须要做细。我们总结了‘五看’原则，

即一看房，二看粮，三看读书郎，四看

耕地和牛羊，五看劳力强不强，综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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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方面来识别确定贫困户，为其建档

立卡，坚持一户一法，精准帮扶。”

葡萄种植为红寺堡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与扶贫攻坚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

像吴小芳家一样年轻的移民家庭带来了

脱贫致富的希望。

教育扶贫：

阿语教育绘出贫困学生多样人生

走进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具有

浓郁的伊斯兰风情的教学楼、图书馆

等建筑映入眼帘。这是经国务院宗教

局批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

意举办的一所伊斯兰教高等学府。最

初的校园建筑是1984年由伊斯兰发展

银行无偿赠款113.8万美元建成的。学

院成立至今，培养培训的各类毕业、结

业学生、学员累计3731人。目前学院

有本科班7个，214名学生。“经学院的

发展离不开自治区财政的全力支持，

仅去年就得到140万元的财政资金支

持。”王院长说。

扶贫先扶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更加注重教育脱贫，着力解决教育资

源均等化问题，不能让贫困人口的子女

输在起跑线上，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西海固是宁夏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

同时也是回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宁

夏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招生只面向回族学

生，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西海固地区，

他们在高中毕业后，便可以通过我们的

标准化考试进入经学院学习。学生入学

后有奖学金，在伙食上有补助，师生同

一食堂吃饭，饭菜限定最高价格，食堂

亏损部分由学院补齐。”

在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除了学习

公共课、经学课外，最重要的一门课程

是阿拉伯语课。“阿语是世界上公认的

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但经过经学院的

系统学习，学生毕业后可以有多种人生

道路选择。”王院长介绍说。到目前为

止，一部分学习成绩好且有意愿深造的

毕业生到埃及、苏丹等国家留学，一部

分毕业生致力于成为阿訇，在清真寺从

事教务活动，一部分毕业生在宗教、外

事等政府部门工作。另外，近些年来，

随着中阿贸易往来的加深，随着“一带

一路”的实施，国内对阿语翻译人才的

需求越来越大，“部分毕业生还未毕业

就被一些公司聘请去实习，现在浙江温

州、义乌，还有广州等地都有我们的毕

业生。他们每月的平均底薪就有4000

元。家庭的贫困，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无

法选择的，但通过接受教育，尤其是掌

握一技之长，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和家

庭的未来。”

金融扶贫：

财政倾力打造“盐池模式”

盐池县隶属于吴忠市，地处宁夏中

部干旱带的东部，风大沙多，自然条件

恶劣，是国家新一轮扶贫攻坚重点县之

一，也是陕甘宁革命老区县之一。“解

决2万多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关系到

盐池能否与全区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

社会。盐池的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啃硬骨

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盐池县县委书

记滑志敏说。

如何打赢扶贫攻坚战，激发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盐池县结合

本地实情，以金融扶贫为载体，先行先

试，特别是在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上，

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采取特惠的政策措

施，确保贫困户“贷得出、用得好、还得

上”，彻底改变了过去“给钱给物、打卡

到户”的帮扶模式，在实践中创造性地

运用了多种金融扶贫模式，探索出了行

之有效、深受贫困群众欢迎的金融扶贫

经验。

2006年，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

针对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缺失和贫困农

中圈塘村杨国文家宽敞的院落 青铜峡市陈袁滩镇滨河新村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19

本期专题
中国财政｜ 2016.10半月刊｜总第711期

户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开始在全国

推行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盐池县作

为试点县之一，按照自治区相关政策

规定，严格实行“2242”的管理运行模

式（将利息的20%滚入本金、20%作为

公益金、40%作为运行成本、20%作为

风险准备金），在操作运行、资金监管、

考核评价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

度体系。十年来，互助社从3个发展到

91个，资金总量从60万元发展到9100

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16亿元，受益农

户达10303户。

互助资金虽然解决了贫困农户发展

的起步资金，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资

金量相对较小。为了更好地满足贫困农

户发展生产资金需求，2012年，自治区

扶贫办与宁夏黄河银行开始实施“千村

信贷·互助资金”金融创新扶贫工程。

“千村信贷是我们宁夏创新出的特

色模式，就是实现政府机构与金融机

构合作，互助资金与信贷资金捆绑，以

解决贫困农户发展资金短缺困难。”宁

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副厅长吴汉宝说，

“盐池县与信用社合作，对获得互助资

金借款后仍不能满足资金需求的社员，

由互助社推荐，信用社优先办贷，给

予放大互助资金借款1—10倍的贷款，

并根据贷款额度给予不同档次的利率

优惠，自治区财政同时给予贴息。”目

前已累计为7483户社员捆绑信贷资金

4.86亿元，财政贴息243万元，信用社

为群众直接让利420万元。通过互助资

金和信贷资金的捆绑使用，既打消了

银行“想投不敢投”的疑虑，又解决了

农户“想借借不到”的难题，每个贫困

户可以获得5万—10万元的信贷资金，

为群众开启脱贫致富之门提供了“金 

钥匙”。

“目前，盐池县已被确定为‘全国扶

贫互助资金整县推进试点县’，累计投

入财政扶贫资金9000多万元，撬动金融

诚信信贷资金23亿元，受益贫困户达

到两万多户，占全县贫困人口的一半以

上。”滑志敏说。

2014年起，宁夏积极探索创新金

融扶贫机制，实施“金扶工程”，创新扶

贫开发领域融资机制，拓展扶贫金融合

作领域，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

扶贫金融合作体系，形成了政、银、企、

社、民联合互动的“五位一体”扶贫开

发格局，为农民持续增收、脱贫致富奠

定坚实基础。盐池县紧紧抓住国家、自

治区实行普惠金融的政策机遇，充分发

挥政府主导作用，与信用社、农业银行、

宁夏银行、邮政储蓄等多家金融机构衔

接沟通，在全区率先建立了专门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打造的评级授信系统——

“631”模式（农户诚信度60分、家庭收

入30分、基本情况10分），将贫困户的

诚信度作为主要指标，实行“一次摸底、

四级评审、两轮公示”制度。由县文明

办、金融机构、乡镇联合对贫困户的诚

信度进行考评分类，金融机构将考评结

果作为贷款考察的主要指标，降低了评

级授信门槛。评级授信级别、额度分为：

A级5万—10万元、B级2万—5万元、C

级2万元以下，每2—3年重评一次。对

获得ABC评级的贫困户，金融机构专门

量身打造了“富农卡”特惠金融产品，实

行“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

转使用、利率优惠”政策，即贫困户用

款时随时支取，利息按季清还；不用款

时，不产生利息。贫困户贷款实现了免

担保、免抵押，同时对B、C级贫困户贷

款全部执行基准利率。

杨吉录，冯记沟乡暴记春村村民，

因为为人实在，家庭和睦，平时无债务

纠纷，通过评级授信被评为A级，不用

抵押物和担保，就得到了10万元的贷

款。他用这笔钱不仅种了10亩玉米，还

扩大了养羊规模，年纯收入达5万元。

目前，盐池县在实践中创造出金融

扶持产业发展的多种方式。一是“小额

信贷”社区互助：对资金需求量大的农

户，以村为单位，与盐池县惠民小额信

贷公司在两个互助社合作试点，将互助

资金作为担保基金，企业以放大10倍

的贷款批发给互助社，由互助社发放

脱贫致富的盐池县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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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实现风险共担、互助共赢。目前

已为331户社员放贷1475.5万元，户均

4.45万元，是互助资金借款的9倍，延

长了互助资金持续发展的“链条”。二是

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合作：通过政府牵线

搭桥，公司与贫困户签订协议，将企业

资金抵押为农户担保贷款，由农户按照

企业要求养殖滩羊，公司以市场价统一

收购。贷款发放采取每3—5户大户与

1—2户贫困户联保的机制，实现企业和

大户带动贫困户发展。目前，项目已覆

盖19个互助社560户社员（其中贫困户

224户），累计发放贷款8900万元。三是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以10个贫

困村作为养殖基地成立专业合作社，优

先推荐贫困户入社，实行订单式养殖，

企业拿出1200万元资金参与注资县产

业发展风险补偿金，为群众提供贷款资

金保障，同时向贫困户提供养殖技术指

导，统一养殖盐池滩羊、统一饲喂、购

销。当市场价低于滩羊养殖成本时，企

业按市场价上浮10%收购；高于成本

时，按市场价上浮8%收购，实现“滩羊

保种提质、企业农户共赢”。

“盐池金融扶贫经验是宁夏金融扶

贫的一个缩影。”张苏安说。宁夏金融扶

贫工作历经9年多的探索与实践，围绕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施普惠+特惠

金融扶持政策，将国家支持资金、财政

扶贫资金与金融产品和扶贫主导产业有

效结合，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真

正做到了政府行为与市场力量、政府扶

持与群众自力更生的有机结合。从2006

年的200万元资金规模、受益群众1000

户，已发展到现在的贷款102亿元、受

益群众13万户。实现了财政资金的“倍

数”效应，缓解了贫困群众产业发展资

金不足的问题，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滚

动”效应，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我区扶贫开发工作目前已经进入

爬坡攻坚期，金融扶贫是宁夏实施财政

杠杆提升扶贫能力的‘助推器’。我们将

加大研究，就如何使有限的财政扶贫资

金发挥好倍数和放大效应制定相关政策

措施，以保障自治区‘两个确保’脱贫目

标如期实现。”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副厅长董锋说。

财政助力：
打出精准脱贫“宁夏特色”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突出的短板在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而打赢脱贫攻坚这

场硬仗，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精准。“近

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

仍属于欠发达省区，还存在着制约经济

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必须提高财政政

策和资金的精准性，推进协调、绿色、

开放、可持续发展，打出精准脱贫的

‘宁夏特色’。”张苏安说。“十三五”时

期，要集中力量打好脱贫攻坚战，按照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坚持

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

作用，财政支农投入新增部分将重点用

于扶贫开发，对市县的转移支付资金涉

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进一步向贫困

地区倾斜。自治区财政专门设立扶贫担

保基金和扶贫技能培训资金，积极吸引

金融、社会资金参与，多渠道增加扶贫

开发资金。创新财政扶贫机制，支持实

施“五个一批”，因户因人施策，对具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采取差别化、针

对性措施，实施易地搬迁带动区域性整

体脱贫，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就地脱

贫，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实现技能脱贫。

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纳入社

保体系兜底扶贫。

定向精准的财政政策为宁夏大扶贫

格局下的精准推进提供着有力支撑，也

撑起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铮

铮承诺：2018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

之际，5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9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拔掉“穷根”，一个贫困

群众也不落下。

巍巍贺兰山，滚滚黄河水，在宁夏

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脱贫攻坚战的号角

已经吹响。前方，任重而道远 ，脚下，

蹄疾而步稳……  

盐池县为获得评级授信的贫困户量身打造了“富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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