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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布局促脱贫

修水县财政局

修水是江西省面积最大的山区县。

1993年底，全县有 29600户， 14.8万贫

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994年，被

列为 “八七”扶贫攻坚重点县。近几年

来，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 “扶真贫，真

扶贫”原则，以贫困乡村为重点，以贫

困户增产增收为目标，统一规划，因地

制宜求发展，实行开发式扶贫。县财政

积极支持、配合，促使扶贫工作取得了

新进展。

1 .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 农

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全县在册贫困人

口由 1993年的 14.8万人减少到 2001 年

的 4.3万人，有 10.5万贫困户解决了温

饱，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 1993 年的不

足 300 元，增加到 2001 年的 1035 元。

有60% 以上的贫困户经过扶助，不仅摆

脱了贫困，还买了彩电、电风扇、洗衣

机等家用电器， 装上了电话。

2 .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全面改

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增强。近年来，

修水根据山区农村的具体实际，有计划

有重点地扶持了一批急需的交通、 教

育、卫生、水电、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如建设农田水利项目1268处，新

增灌溉面积 3.9 万亩，改造中低产农田

4 .1 万亩；新修和改造乡村公路共 44 5

公里，解决了 146 个村的通路问题；架

设输电线路 932 公里，新增通电村 10 1

个，解决了 9.28万人的用电问题；建设

人畜饮水工程项目 2 8 个，分别解决

12.3万人和8.3万头、牲畜饮水困难；新

建医院 7所，解决了 14.6 万农民就医难

的问题。

3.扶贫支柱产业初具规模，贫困户

找到了稳定增收来源。分别通过财政扶

贫资金的注入，培植了以茶桑、林果、

山羊、食用菌、药材、蔬菜等种植业为

主的扶贫支柱产业。如在白岭、全丰、

路口、 水源等乡镇发展蚕桑生产，帮助

每户贫困户至少种植一亩蚕桑，仅此一

项人均增收 500 元；在渣津、马坳、大

桥等乡镇大力发展药材生产，全县种植

车前子2.5万亩；在古市、石坳、东港、

余段等乡镇全力发展花椒生产，仅古市

镇花椒面积就达 5000亩，年创产值 600

万元；在四都、义宁镇等地方，以果业、

蔬菜为龙头带动贫困户发展经济，四都

镇仅桃、梨两个品种每年平均为贫困户

增收 400 元。扶贫支柱产业覆盖了 95%

以上的贫困户， 贫困户从扶贫支柱产业

中每年人均获收入 200 元以上。

4 .农民素质明显提高，科技扶贫

意识进一步增强。修水县坚持扶贫扶智

并举，建立了县、 乡、 村三级科技培训

网络，着力提高贫困户劳力素质。县财

政局积极与有关部门配合，举办各种农

村实用技术培训班， 受训贫困户劳力达

11.3万人次，其中有 23600 人受训贫困

户掌握了 1 — 2门实用技术。同时， 不

断鼓励贫困户劳力参加农函大学习。累

计资助农函大学员 21 16 名，这些农函

大学员绝大多数已成为贫困乡村的科技

骨干和发展商品生产的带头人， 成了农

村一 支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技队伍。

修水县在扶贫开发中主要采取了以

下扶贫措施。

1 .提高思想认识， 明确财政扶贫

工作思路。修水县财政局坚持 “加大

投入，强化管理，促进发展” 的财政

扶贫工作思路，切实采取特殊扶持政

策和帮扶措施；处理好开发式扶贫和

救济性扶贫的关系，既注重解决贫困

农民面临的实际困难；又促进贫困地

区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注重搞

好科技扶贫示范，以点带面，促进农

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认真研究财政资

金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的政策和

方式。

2.积极筹措资金，加大财政扶贫投

入。多年来，坚持合理调整支出结

构，挤出财力增加扶贫投入，确保扶贫

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为了缩小地区发展

差距，合理安排各种专项资金，加大对

贫困乡镇的转移支付补助力度，在资

金调度上给予重点倾斜；同时，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通过财政贴息

的方式，吸收其它渠道资金投入贫困乡

村。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几年来从

县外筹措资金达 18649 万元。

3 .坚持 “开发式” 扶贫方式，以

培植产业为重点，因地制宜，合理布

局，增强贫困户的 “造血”功能。将26

个贫困乡镇划归四大产业区：东区重点

发展毛竹、药材、蚕、香菇；西区重点

发展板栗、药材、蔬菜、山羊；南区重

点发展药材、 花椒、 蚕桑；中部重点发

展林果、茶叶、蔬菜、蜂蜜。81个重点

贫困村也按照宜桑则桑、 宜果则果选择

了自己的优势项目。目前， 全县果园面

积发展到 6.8 万亩，茶园 6 万亩，高山

蔬菜 3 万亩，为贫困户增加了收入来

源。如程坊乡每年养蜂5000箱，可为贫

困户增收 100 余万元。布甲乡每年产薇

菜30吨以上，增收 210万元，人均增收

200 余元。

4 . 统筹兼顾， 严格管好扶贫资

金。一是严格项目计划管理，严格按

省市批准下达的项目计划执行；二是

各乡镇派专人负责扶贫资金项目的考

察、 申报，监督项目实施，负责与银

行部门的协调，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三是强化扶贫资金 “专人、 专账、 专

户” 管理，加大对贫困地区专户资金

调度力度，做好扶贫资金预算支出进

度考核工作，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

位；四是建立项目管理责任制度，县

财政局分别与项目单位签订项目管理责

任书，将项目实施规范化；五是加大

审计力度，每年审计部门都要对扶贫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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