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扶贫开发  探索前行

民生为本  求实创新
中共云南省曲靖市委

曲靖市地处云南东部、五千里

珠江源头，既是云南新型工业化布局

的重点地区，又是云南人口大市和

农业大市。大部分农民居住在海拔

1800 米以上的乌蒙山系石灰岩地区

的边远、缺水、冷凉高寒山区，生存

生产生活条件差，因灾因病等返贫率

高。全市贫困人口 72万人，占总人口

13%。如何解决贫困问题、缩小贫富

差距、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检验着全市各级党政组织执政为民

的能力和水平。为此市委、市政府认

真总结多年来的扶贫工作经验，全面

贯彻落实国家扶贫开发方针政策，在

省扶贫开发办的具体指导下，结合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在全市贫

困地区全面开展“千村扶贫、百村整

体推进，实施到村到户的 866工程”，

取得明显成效。

一、求真务实，创新扶贫开

发工作新方式

按照“产业支撑、强化基础、综合

配套、整村推进”的要求，曲靖市以

农业多增效、农民多增收、农村又好

又快发展为中心，以提高农民素质、

培养新型农民为根本，以加强基层组

织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以全

市 332个贫困村委会的 3131个贫困

自然村为主战场，紧紧瞄准贫困群体

和贫困人口，大力实施整村推进、产

业开发、劳动力培训转移“一体两翼”

战略，突出农民增收、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公共事业建

设等重点，走产业富村、科技兴村、

群众建村、民主管村、和谐稳村的路

子，全面推进贫困村经济社会更好更

快发展，力争通过 3年左右的努力，

在全省率先基本解决贫困问题。

866工程即实现户“八有”、自然

村“六有”、行政村“六有”目标。一是

户“八有”，即有一幢瓦顶白墙、具有

抗震能力、人畜分居、整洁实用的安

居房，有一口沼气池或节能灶，有一

个卫生厕和卫生厩，有一个小水窖或

小水池，人均有一亩亩产 400公斤以

上粮食稳产实产的基本农田（地），人

均有一亩特色高效经济林果或经济

作物，年人均有一头（只）商品畜出售，

有一个劳动力掌握一门脱贫致富技

术。二是自然村“六有”，即有进村入

社的简易公路，村内有整洁畅通的硬

化道路，有安全卫生的饮用水，有进

村入户的通电条件，有基本的就医条

件，有一批劳动力受到培训和转移输

出。三是行政村“六有”，即有进村公

路和行道树，有安全卫生的饮用水，

有进村入户的通电条件，有广播电

视、电话信号覆盖，有合格的办公房、

支部活动室、卫生室、 文化室、兽医

室，有群众信任、团结干事的村“两

委”班子和维护群众利益的好制度。

二、真抓实干，创新扶贫

开发工作新举措

围绕实现“千村扶贫、百村整体

推进 866”目标，结合全市贫困村面

广、点多、分散的实际，坚持“科学规

划、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

项目到村、扶持到户、缺啥补啥、全

面推进”的原则，采取统一政策、统

一标准、统一实施、统一考核、统一

奖惩“五统一”的方法措施，全面加

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一）科学规划。按照“科学合理、

操作性强、体现特色、群众满意、先

户后村”的要求，因村因户制宜，认真

编制“866”工程实施方案。重点规划

好四类项目：一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的重点项目，以安居工程、村容村貌

整治、绿化美化、基本农田建设、“五

小”水利工程、小水窖、小水池、沼气

建设、改厕、改厩、改灶等建设为主；

二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点产业项目，

以发展粮食、蔬菜、林果、畜牧等种

养殖优质产业和贫困村劳动力转移培

训及输出为主；三是改善基础设施的

重点项目，以通路、通电、村内道路

硬化等建设为主；四是加快社会事业

发展的重点项目，以小学排危、村卫

生室、村文化室、村兽医室和通电话、

通广播电视等建设为主。
（二）整合资金项目。认真克服多

年来扶贫开发工作存在的条块分割、

部门单项推进、项目不对路、撒胡椒

面、低水平重复、效果差等问题，按

照“统一规划、各司其职、捆绑使用、

用途不变、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

工作要求，重点整合包括财政扶贫

资金、以工代赈、农业、林业、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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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教育、卫生等各行业的发展资

金和挂钩帮扶资金，集中投入使用，

最大限度地发挥扶贫资金的综合效

益，确保投入“整村推进”的每个贫

困村委会的资金不低于 400万元，

其中：市级财政补助 100万元，各县

（市）区财政补助 100万元，整合各

级各部门各类项目资金 100万元，各

挂钩帮扶单位、企业和社会各界筹

集 100万元。
（三）健全帮扶制度。一是建立领

导挂钩帮扶责任制，市委、人大、政

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挂钩帮扶包

县，县处级领导挂钩帮扶包村委会；

二是建立单位挂钩帮扶责任制，市、

县单位重点挂钩帮扶 162个贫困村

委会；三是建立企业挂钩帮扶联系

制，动员 500户企业深入开展“百企

扶百村”活动；四是建立挂职扶贫干

部驻村帮扶责任制，各挂钩帮扶单位

选派 1名政治素质好、工作责任心强、

熟悉农村工作的科级干部到乡镇挂

职开展驻村入户扶贫工作，同时担任

所挂钩贫困村委会扶贫项目实施领

导小组组长；五是每个贫困村委会

由1名县处级干部、1个单位、2户以

上企业组成挂钩帮扶组，由县处级

挂钩干部任组长，牵头单位的主要领

导为副组长，其他挂钩帮扶单位和企

业为成员。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投

入贫困地区扶贫项目建设，形成了强

劲的扶贫开发合力。
（四）强化督促管理。一是严格项

目管理。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认真做

好项目规划、论证、申报、审批等前

期工作。组织依靠行业部门按照行业

规范和技术要求实施项目，市、县领

导小组适时对建设项目进行督促检

查，确保了项目建设质量。建立健全

项目建设档案，对各类扶贫项目的建

设规划、实施数量、建设内容、扶持

对象、补助标准、资金使用、物资发

放等情况，实施前和实施中进行公

示、公告，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接受

群众监督。项目建成后设立简介牌

将项目规模、建设内容、资金使用情

况、项目实施质量等内容公之于众，

加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及监督力度。二

是严格资金管理。认真执行资金报

账制、扶贫资金使用公示、公告制，

确保了扶贫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

位。三是严格监管检查。组织市、县

监察、审计、财政和扶贫部门加强对

贫困村所有建设项目资金的监督检

查和审计，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项目资

金的使用效益。

三、合力攻坚，扶贫开发

工作取得新成效

首批实施的 162个贫困行政村、

1504个贫困自然村、45万贫困人口

总投资达 15.86亿元，平均每村投入

980万元，改善群众生存生产生活条

件、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益事业和

产业建设等项目正加快推进，广大

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空前高涨，

党群干群关系更加融洽，曲靖扶贫开

发工作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一）扶贫规划有新特色。全市已

全面、系统、科学地编制完成了操作

性强、体现特色、群众满意的“866”工

程规划和详细实施方案，彻底改变了

过去
“

条块分割、部门单项推进”的做

法，形成了“党委政府统筹协调、整合

资源、集中力量、纵向联动、横向协同、

配套建设、整村推进”的发展格局。
（二）致富路子有新拓宽。通过

实施产业扶贫、设施扶贫、智力扶贫

等模式，基本构建了贫困地区优势

特色产业发展框架，形成了“县有龙

头企业、村有主导产业、户有增收项

目”的产业扶贫开发工作格局。以泡

核桃、衫木林、蚕桑、中药材为主的

一批有特色、市场前景好、带动千家

万户致富的特色产业正加快推进，一

批以种养殖业加工为主的特色农业

龙头企业正稳步推进，有效夯实了贫

困农民可持续增收的产业基础，农民

脱贫致富路子得到有效拓宽。
（三）生活环境有新面貌。已建安

居房2100户、沼气池 6500口、小水

窑 4000个，节能改灶 1.2万眼，改卫

生厕2.2万个，完成总工程量的 20% ，

广大农民生活环境有了明显改善。首

批实施的162个贫困村委会实施到村

到户的“866”工程于 2008年3月底前

全面实现；首批扶贫开发村结束了农

村千百年来“天旱缺水、下雨成灾、垃

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历史，农

村生活环境正发生历史性变化。
（ 四）新型农民培育有新进展。

按照培育“有文化、懂技能、会经营、

守法纪的新型农民”的要求，认真实

施“素质工程”，培养造就新农民。全

市培训首批扶贫开发村富裕劳动力

达 1.3万人、输出劳动力 6000人、实

现就业 8.5万人， 80% 以 上农户基

本达到“十星级”文明户标准。农民群

众成为投资投劳的主体，从过去的等

靠要变为主动的苦干、实干加巧干。
（五）民生保障体系有新完善。通

过实施建立政府投入、以工促农、以

城带乡、金融扶持、农村社会保障、

农村社会化服务等长效机制，不断

完善贫困村“村规民约”、塑造农村

新风尚，推进平安创建工作、打造农

村稳定环境、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构

建和谐新村等措施，使贫困村呈现

和谐发展的新局面。全市首批扶贫开

发村 95% 以上特困户和贫困户享受

生活救助、大病救助，100% 的“五保

户”得到统一供养，100% 的特困生

享受就学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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