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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西 ：
进一步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几点建议
胡邦栋

区和移民库区，扶贫成本大。尤为堪忧

的是，越是贫困地方，越是贫困户，越难

以让他们的后代接受良好教育，全州初

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尚有 177.2 万人，占总

人口 60.7%，贫困的代际传递性明显。

二是返贫问题重。湘西州属于地质

灾害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特别是中高

海拔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经常发生各类

自然灾害，加上这些地区村民生活底子

薄，抗灾能力弱，因灾、因病、因残致贫

返贫现象普遍。根据统计，湘西州每年

因灾、因病因残、因子女教育返贫的人

数达 2.5 万人。

三是贫困类型多。湘西州贫困地

区、贫困村寨贫困的广度和深度没有明

显差别，属于整体性贫困，具有集中连

片与深度贫困并存、绝对贫困与相对贫

困并存，资源贫困与能力贫困并存、文

化贫困与生态贫困并存、物质贫困与精

神贫困并存的特征。

导致贫困的原因

一是经济底子薄、发展差距大。由

于长期以来缺乏大资金投入、大项目带

动、大产业支撑，2014 年全州人均 GDP

仅 为 全 国、全 省 的 38.6%、43.5%，人

均财政收入仅为全国、全省的 20.5%、

39.2%，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仅为全国、全

省 的 32.6%、39.1%。同 武 陵 山 片 区 邵

阳、怀化、恩施、铜仁、黔江等周边地区

相比，湘西州在人均生产总值、财政收

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上也有较

大差距。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虽然南北

大通道基本形成，但目前国家、省没有

在湘西州规划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湘

西州在新一轮发展中将被边缘化，成为

高铁“盲区”。州内主干道网络尚未形

成，存在“断头路”现象，特别是旅游道

路连接不畅，行政村通畅率仅为 69.4%。

全州 450 个村未通自来水，504 个村未

进行农网改造，40 个行政村未通公路，

农村基础设施仍然薄弱。

三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特色

产业存在资金投入不足、优质产品少、

产品附加值不高、产业链条短、品牌建

设滞后等问题。椪柑有规模但品质不优，

茶叶有品牌但市场不广，烟叶有基础但

受计划限制，中药材和百合有特色但市

场不稳定，养殖业有市场但无规模。龙

头企业带动力不强，全州省级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仅 24 家，其中国家级仅

2 家，农产品精深加工率仅为 20%，远低

于农业产业化 30% 的最低要求。

四是社会保障水平低。就业、教育、

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完

善，就业难、就读难、就医难、住房难等

问题比较突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因读大学致贫等现象较为普遍。城乡低

保、大病医疗救助等补助标准低。

进一步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几点建议

纵观当前形势，湘西的扶贫开发工

作任务艰巨，任重道远。进一步贯彻《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精神，加强政府

扶贫机构、队伍和制度建设，以基础设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位于湖南西北

部，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现辖 7

县 1 市，总人口 293.99 万。全州共有 7 个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国家西部

大开发、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

贫攻坚先行先试地区和湖南省扶贫攻坚

主战场。近 3 年，湘西州共争取上级扶

贫资金 178299.5 万元。 其中，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 153363.5 万元、以工代赈资金

13912 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10626 万

元、老区发展资金 398 万元。2014 年，全

州生产总值 457 亿元，财政总收入 64.6

亿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5891 元。累

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50 万人，农村贫困

发生率下降到 25.29%。

通过坚持开发式扶贫，农村特色产

业得到快速发展，湘西州已成为中国椪

柑之乡、全国最大百合基地、全国重点

优质烤烟基地和全球最大富硒猕猴桃基

地。2014 年，全州农村特色产业面积达

240 万亩。扶持发展了一大批国家扶贫

产业示范园、扶贫龙头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初步建成 30 个扶贫

开发示范园，扶贫产业项目覆盖 886 个

贫困村、15 万贫困户、50 万贫困人口。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湘西

州 7 县 1 市均是贫困县，除吉首市是省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外，其余 7 县都是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 仍有 1200 个

贫困村和 62.2 万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

地理偏远、环境相对恶劣的中高海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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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为重点，积极培育支柱产业，确

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高低收入者的

收入水平，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加快

新农村建设步伐。据调研，凤凰县廖家

桥镇菖蒲塘村通过加强水利、电力、道

路、广播电视、电话等基础设施建设，

极大促进柚子、猕猴桃等特色产业的发

展，致使全体村民在很短时间内脱贫致

富，成绩显著。2014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7464 元，同比增加 1343 元，比上年增长

21.9%。该村脱贫致富的经验证明，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是贫困村走上富裕道路

的前提和保障。当前，湘西贫困地区要

抓住编制“十三五”规划的有利契机，高

起点做好贫困村扶贫开发整体规划，以

道路、供水、排水、供电、通信等为主要

内容，统筹安排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全

面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有效解决农民群

众出行难和农产品运输难问题。 

（二）积极培育支柱产业，确保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凤凰县山江镇村致力于

苗族古村寨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优越的

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特色民居和美丽

的自然环境大力开发旅游产业，2008—

2014 年，共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8000 余万元，2014 年，村人均纯

收入 9000 余元，成为全县旅游扶贫的典

型村。因此，要充分利用区域内各类资

源优势，坚持宜游则游、宜农则农、宜工

则工、宜商则商。因地制宜地培育扶持

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如柑桔、猕猴桃、百

合、茶叶、中药材、优质蔬菜等），加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建立完

善“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利益

链结机制，全面提升贫困人口家庭收入。 

（三）加强智力扶贫培训，提升农

民脱贫致富本领。要坚持抓好农村实用

技术培训、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和

贫困初高中毕业生就读中职工作，并根

据地区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和劳动力市场

需求，切实开展种养殖实用技术培训和

电子电工、烹饪、焊工等专业技术培训，

提高农民脱贫致富的本领，加快贫困地

区富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力度，变“输

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同时，充

分发挥基层干部领头雁作用，抓好贫困

村干部政策业务培训，选派农村致富带

头人参与村支两委管理，模范带动农民

科学致富。

（四）整合扶贫开发资金，发挥扶

贫资金使用效益。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

不断完善，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

政策也越来越多，资金的投入也不断地

加大。如果扶贫开发能和这些政策有机

结合起来，将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近

年来，湘西自治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

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各类

涉农资金政策规定较严、条块规定较

多、具体项目较细、权力下放较少等原

因，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机制。

要实现扶贫资源的整合，一是要实事求

是地编制扶贫发展规划，明确工作目标

和任务。二是要树立“大扶贫”观念，积

极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实现资源整合和

协同作战。要以新农村建设为平台，以

扶贫资金为“黏合剂”，在“渠道不乱，

用途不变，各负其责”的原则下，认真

研究将各种资源有效引导到贫困地区的

办法。三是鼓励各地进行探索和试点，

特别是在县级开展扶贫资源整合试点。

（五）制定对贫困地区低收入者的

收入支持政策，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

平。一是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鼓励各类企业及相关用人单位

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吸纳困难人群就

业，尤其是为零就业家庭提供就业机

会。二是加大对低收入者的财政金融

政策支持，降低低收入者特别是下岗职

工创业的贷款门槛，并提供必要的税收

减免，为他们自主创业、增加财产性收

入提供政策支持。三是探索农民增加

财产性收入渠道，积极发展农民股份

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

收 益、有 偿 退 出 及 抵 押、担 保、继 承

权，缩小他们与高收入者的收入差距。

四是完善对低收入者的收入补助政策。

各级财政在深入调查、逐级核实的基础

上，可考虑以重大灾难、重大疾病、伤

残津贴和特困补助等形式 ， 直接以现金

的方式发给居民。五是实施对低收入

者的实物补充政策。提高对低收入者

的医疗保障，通过财政补贴降低低收入

者医疗费用的支出。

（作者单位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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