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袋， 西甜瓜 7 .5 万亩。今年年初至

今，全县优质农产品外销额达5760多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1.9%。

四 、 完善服务 ， 为科技

扶贫 “ 护航 ”

针对农民在培训后对新技术还不

能熟练应用，生产中会碰到意想不到

的难题的情况，安远县财政局通过财

政扶贫资金，支持各产业组织 “科技

扶贫摩托队”，进行巡回指导， 产业

中心设有免费技术咨询电话，实行24

小时值班，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发展产

业的技术保障问题。为解决农产品销

售问题，我们以财政扶持资金为后

盾， 引导各产业主管部门对农产品实

行了保护价敞开收购措施。如食用菌

中心投资720万元建了一个库容760立

方米的保鲜库，引进福建经销商订单

收购安远的反季节覆土地栽香菇。积

极支持各相关产业主管局牵头成立由

农户自愿参加的各类产业协会，为农

户提供技术指导，帮助联系销路。为

完善协会服务功能，提高其威信，在

协会建立初期，我们有意识地让协会

承担了一部分扶贫项目。如提供20万

元财政扶贫资金支持县果业协会推广

脐橙套袋技术，从运作情况看，既有

较高项目效益，也加强了协会理事同

会员的联系， 使理事会更好地为果农

服务。2001年县果业协会推广肥料农

药新品种 8 个，帮助果农销售产品 3

万吨，使农户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此外，各协会还成功地沟通了物资供

应、 产品销售与生产三家的关系。

五 、 强化监管 ， 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

在财政支持科技扶贫示范工作启

动之初，县财政局就与有关部门联合

制定了 “科技扶贫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规定立项必须经过可行性论证，

财政和有关部门汇审签署意见后报领

导小组批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严格

资金定向使用， 实行先预拨启动经

费，然后按工程进度 “报账”的方式，

保证专款专用。财政局经常组织专业

人员深入到项目区内，对新法新种改

进试验、传授培训、 基地示范、完善服

务等各个环节进行督促检查。还先后8

次组织示范乡镇的财务人员进行集中

培训，学习科技使用、安排资金的方式

方法。同时强调财经纪律，要求基层财

务人员严格把关，坚决杜绝转借、挪用

扶贫资金的事情发生。实施财政支持

科技扶贫示范工作两年来，由于加强

了监管，巧用了财政扶持资金，提高了

资金使用效益， 仅示范乡镇就启动社

会资金2亿元以上。如车头镇魏屋精品

果园，只安排了 10万元用于解决果园

规划区内的水电路三通，农户便采取

转借、邀股、招商合伙等多种方式筹集

资金，踊跃上山整条带、建工区，这块

连片4000余亩的果园实际投资总额不

少于1000万元，超出了扶持资金的1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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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县地处江西省中南部，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多方因素的制约，

兴国的经济发展一度比较缓慢，群众生活相当贫困，80年代初农民人均纯

收入只有 304 元，是典型的老区贫困县。自 1994 年兴国被列为国家 “八

七”扶贫攻坚重点县以来，我们倾情贫困山乡，举全县之力，立足实际，

拓展扶贫工作思路，以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为基础，以科技扶贫为手

段，培植支柱产业，增强造血功能。从 1994 年到 2000 年 7 年间， 全县

共投入扶贫资金16104万元， 安排项目共计 1570余个，扶贫开发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全县贫困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 据统计，全县在册贫困人

口由 1993年底的 20.2万人下降到 2000 年底的 1.8 万人。贫困户人均纯收

入由 1993 年的 381 元提高到 2000 年的 1358 元。与此同时， 贫困人口的

生产、 生活条件及劳动者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有 90% 以上的农户掌握了 2

门以上农村实用致富技术，到 2000 年，全县扶贫支柱产业已形成相当规

模， 贫困户增收的 80% 来自扶贫支柱产业。 全县已形成了一定辐射功能的

科技示范户 8000 多户，科技示范点 600 多个。

一、创新扶贫思路 ， 扶贫与开发相结合

80 年代中期大规模扶贫开始时， 考虑到特困户缺衣少食的特殊情况，

采取的扶贫方式基本上是送衣送粮和代购种养项目的种苗、 种子等救济式的

扶贫，为贫困户 “输血”，以恢复元气。为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状况，从 90

年代开始，特别是国家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后， 我们在扶贫方

式上，变一刀切为因地因户制宜；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 增强贫困

户 “造血”功能。主要形式有三种：一是庭院经济型。按照立体农业，

生态农业的要求， 鼓励农户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大种果茶，大养猪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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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条 “猪一沼—果 （菜 ）” 综

合立体开发之路，这种开发式扶贫，

投资少、 周期短 、 见效快， 既可解

决眼前的贫困问题，又保护了环境，

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绿色

银行型。利用兴国土质、 气候的优

势，以资金、 技术扶持， 组织动员

贫困户大种果茶等经济作物， 实施

“山上再造” 工程，形成了有一定规

模的扶贫主导产业。到 2000 年， 全

县有千亩以上果茶基地 2 个， 100 亩

以上基地 110 个，覆盖了全县 30 个

乡、 镇 、 场 3 7 1 个行政村，辐射贫

困户 3.9 万户。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

时，全县生态效益也十分明显，森林

覆盖率由 1993 年的 25% 上升到 2000

年的74% ，水土流失状况初步得到控

制，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三是扶贫实

体型。通过公司加农户、 厂 （场）

加农户、 能人加农户的模式，带动了

一批群众脱贫。

二 、 提高劳动者素质 ，

治贫与扶智相结合

一是把扶贫与计划生育工作相结

合。县、 乡 、 村三级分别与被扶计

生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书，制定落实

帮扶措施，在项目、 资金、 培训、

进厂务工等方面对帮扶的计生户优先

安排，帮助贫困户走上 “少生快富”

之路。二是把扶贫工作和提高劳动者

素质相结合，每年财政要拿出10多万

元资金专项用于各类技术培训。7 年

来，全县共举办了各类实用技术培训

班 3361期，培训贫困农民 26 万余人

次，推广新技术 106项、 新品种 171

个，扶持 2648名村、 组干部及贫困

户子女就读农函大。通过学习培训，不

少贫困户已成为脱贫致富路上的带头

人。如兴莲乡睦田村农民林祖福，学

习种草养鹅技术后， 2000年种草 2.5

亩，养鹅285羽，出笼240羽，仅种草

养鹅一项，纯收入达到 4697 元。

三 、 加强资 金 项目 管

理， 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坚持项目到村，资金到户。

每年上级下达我县的扶贫贷款投向重

点都是安排到户，到户贴息贷款占扶
贫贷款资金总数的61% ，这些到户资

金为贫困户种、 养项目起到了催化剂

作用，使贫困户直接受益。二是建立

台账，实行跟踪检查。全县各乡镇都

分年度、分类别、 分资金类型建立了

台账，每年都对下达的扶贫资金进行

跟踪检查管理，实行项目立项评估、

项目实施验收、 资金到位检查、 项目

效益分析等制度，切实做到用好、 管

好扶贫资金。

四 、 依靠科技进步 ， 提

高扶贫开发实效

一是围绕支柱产业的发展，有针

对性地对贫困农户进行实用技术培

训。先后推广了水稻旱床育秧、 抛

秧，测土配方施肥、 地膜覆盖等先进

实用技术，大力推行 “五个一”（一
户人家、 养一组种鹅 、 种一亩黑麦

草、 出笼一百只商品鹅、 赚 1000 元

钱）种草养鹅、 甘蔗高产高糖栽培、

烤烟 “三化”（品种 优良化 、 种植

规范化 、 区域合理化 ） 栽培、 果园

“三大一篓”（大穴、 大肥、 大苗、

一篓营养袋）等农业生产模式。 二

是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提高了项

目科技含量。1999年投入26万元引进

雷竹（食用笋），在17个乡试种，扶助

埠头、贺堂等乡引进了草莓、麻羊、麻

鸡、网箱养鱼等新品种、新技术均获得

成功。三是先后扶助2000余名贫困户

子女上农函大学习，帮助他们掌握一
定的科技知识，增长了致富本领。四是

扶持扶贫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发挥扶
助一个点、带动一大片、富一方人的作

用。如松山岗脐橙场，连片开发种植脐

橙700余亩，安排贫困劳力62人， 对

全县果茶开发起了示范作用。又如县

灰鹅开发总公司， 努力做好种鹅繁

殖，保证全县鹅苗供应。据统计， 1994

年以来，灰鹅公司共为全县农户提供
种鹅6.2万组（一公五母）， 仅灰鹅一
项全县农户人均年收入 110 元。

五 、 依靠社会力量 ， 群

策群力 ， 形成扶贫工作合力

“八 七” 扶贫攻坚期间， 中央、

省、市、 县每年都有 81个行政、 企、

事业单位与我县24个贫困乡80个贫困

村挂点帮扶，在资金、 技术、 物资等方

面给予了大力扶助。此外， 我们 还大

力实施了 “321” 帮扶工程，即县级领

导联系帮扶3户， 科级领导联系帮扶2

户，一般干部帮扶 1户。每年都有1500

多名机关干部与2200多户贫困户结对

帮扶，出谋献策， 排忧解难。7年来共

有 1 万多受扶户当年可基本摆脱贫

困。同时，我们围绕突破致贫 “瓶颈”

问题，切实用好扶贫资金，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为贫因户脱贫致富创造物质

条件。“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全县新、

改建县乡公路70.8公里，新修乡村公

路424.5公里，大小桥梁 158座，解决

了65个村的通路问题；建成人畜引水

工程 166处，打井 1400余眼，解决了 2

万余人的饮水问题；新建电站6个，架

设输电线路37条 100余公里，解决了

70个村 4万农户用电问题；新修、 恢

复水利设施200处，增加或恢复灌溉面

积3.2万亩，改造中低产田3400亩；扶

持修建乡镇卫生院 （所） 11个 16000

平方米； 新建中小学校舍 13所26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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