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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苦干实干出实效

苏志希

甘肃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历

史上有“苦瘠甲于天下”之称。1983 年，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甘肃以定西为代

表的中部干旱地区和河西地区列入“三

西”建设范围；1986年，又将高寒阴湿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陇东老区进行重点

扶持；1994 年，国家制定“八七”扶贫攻

坚计划时，把甘肃省 41 个困难县作为

国定贫困县，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了

大力扶持。十多年来，省委、省政府按

照中央的部署，结合甘肃实际，制定切

实有效的措施办法，组织带领全省各族

人民开拓进取，苦干实干，使扶贫开发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财政部门参与扶贫的主要做法

在 10 多年的财政扶贫开发工作

中，甘肃省财政部门充分发挥部门优

势，强化财政职能，积极投身于扶贫开

发的实践，切实管好用好财政扶贫资

金，集中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充分发挥部门优势，积极主动参

与扶贫开发。财政部门是政府的综合

职能部门，支持扶贫开发，参与扶贫开

发，责无旁贷，责任重大。因此，甘肃省

各级财政部门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

列相关的财政措施，积极参与和支持扶

贫工作，为确保各种扶贫攻坚措施和办

法的落实奠定了基础。
2.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生产条

件为切入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积极

培植地方经济发展后劲。在资金使用

上，坚持区域经济效益与贫困户受益相

结合的原则，实施开发式扶贫，努力提

高广大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3.严格财经纪律，强化资金管理，

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充分发挥

财政部门在项目立项、评估和实施中的

作用，确保所选项目具有经济效益，在

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方面能起到有

效的辐射效应。建立财政扶贫资金专

户，避免挪用扶贫资金，确保扶贫资金

及时到位。采取措施，合理调度资金，

优先保证扶贫资金拨付。
4.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多渠道

筹集各种扶贫资金，引导全社会资金投

入扶贫开发。在近几年的工作中，财政

部门每年都千方百计增加资金用于扶

贫工作，同时利用省上资金的“引子”作

用，将其它渠道的资金、物资、技术、信

息优势引入扶贫攻坚主战场，使扶贫工

作向社会化迈进。
5.积极协调好财政与其它部门的

关系，形成合力，共同抓好扶贫工作。
财政部门积极协调与各扶贫职能部门

在扶贫项目的确定、资金的管理与拨

付，资金使用的监督及项目的验收等方

面的关系，密切合作，促进了扶贫工作

的高效有序开展。

二、财政扶贫取得的主要成就

1.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得到较大改

善。1983年以来，新建、改建、扩建大中

型水利工程 100 多项，新增水地 400万

亩，累计达 到 1700万 亩；新修梯田

1 200 万亩，累计达到 2 100 万亩；兴修

雨水集流工程，初步解决了 250 多万

人、280多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发展集

雨节灌工程，新增节灌面积 150 多万

亩；使干旱地区群众由过去被动抗旱转

向主动抗旱；综合治理小流域 3 000多

平方公里；建设 110 千伏和 35 千伏变电

所 80 多处，架设农电线路 1.7 万多公

里，通电乡村分别达到 98.5% 、91.2% ，

其中“两西”地区乡村通电率达到 99%

以上，老困地区乡村通电率也分别达到

97.4% 、87.2%

2.粮食供求基本实现平衡。全省

粮食总产量已由 1982年的 46.9亿公斤

增加到 1998 年的 87 亿公斤，基本实现

自给。河西商品粮基地建设已初具规

模，每年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达到 22

亿斤。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粮

食总产由 16亿斤增加到 32亿斤。1994

年、1995 年和 1997 年甘肃曾遭受特大

旱灾，但由于 10 多年扶贫工作打下的

基础，群众生活没有发生大的波动。
3.区域性支柱产业框架初步形成。

全省各地依托当地资源条件，因地制宜

地发展了一批以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

产品加工业为主的支柱产业。河西地

区大抓农村产业化建设，已成为全省

粮、油、糖、棉花、瓜果、蔬菜、肉类加工

的生产和出口基地；中部地区加快以农

副产品加工和矿产开发为主的乡镇企

业建设步伐，淀粉、地毯、编织刺绣、林

果、畜牧、建材、建筑等都有了一定的规

模；老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发展

烟、果、畜、中药材和商贸流通等，为增

加群众收入奠定了基础。1998 年底，53

个贫困县（包括 12 个省定贫困县）乡镇

企业产值由扶贫开始时的不足 1 亿元

增加到 400多亿元，贫困农民每年从乡

镇企业中得到的纯收入人均在 100 元

以上，大部分县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也

来自于乡镇企业。
4.科技推广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健

全。全省初步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站，

村有农民技术员，社有科技示范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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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网络。10 多年来，共

建成 1 000多个乡镇农技站，累计推广

各种农业新科技 200 多项，贫困地区的

科技贡献率由 15% 提高到 35% 。“两

西”建设开始时，全省重点抓了冷凉灌

区、吨粮田、旱作梯田丰产栽培、中低产

田改造等四个百万亩科技示范项目，每

年增产粮食 1 亿公斤以上。国扶、省扶

贫困县主要抓了农业实用技术的推广和

科技培训两个方面，每年推广先进技术

400万亩次，培训农民技术员 45 万人次

左右。经过多年的努力，基本为每户贫

困农户培训了一个科技明白人。近两年

还重点抓了洋芋种薯基地建设和贫困县

种子工程建设，为粮食增产，解决群众吃

饭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5.农村贫困面大幅度缩小。1982

年，全省农村贫困面高达 74.83% ，贫困

人口 1 254.42 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

为 104 元，人均占有粮只有 281 公斤。
经过 10多年的“两西”建设和扶贫开发，

到 1998年底，全省农村贫困面缩小到

8.7% ，贫困人口减少到 177 万人，全省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 393 元，比 1982

年增加 1 289元，其中 53 个贫困县农民

人均纯收入达到 1 128 元；全省人均占

有粮提高到 420 公斤，比 1982 年净增

239公斤，其中 53 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占

有粮达到 365公斤。全省农村经济由全

面贫困逐步发展为河西、城郊及沿黄灌

区创造条件奔小康，陇东及中部部分县

初步解决温饱，南部高寒阴湿地区、少数

民族地区和中部干旱片扶贫攻坚“三大

块”经济格局。
（作者为甘肃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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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地处中原，是一个农业大省。
所辖 113 个县（市）中，国家级贫困县 28

个、省级贫困县 6 个。截至 1998 年底，

全省的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8%。针对这一情况，河南省各级政府认

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

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精

神，积极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稳

定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中心，

以贫困村、贫困户为扶贫攻坚对象，以改

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种养业为重点，

强化对扶贫攻坚的领导，狠抓各项攻坚

措施的落实，不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广

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帮扶活动，使贫困地

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截至 1998 年底，

全省贫困人口已从 1985年的 1 375万人

减少到 316 万人，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

比例由 20% 下降到了 4.17%。贫困乡

也由扶贫初期的 474 个减少到 168 个，

贫困村由 4 821 个减少到 2 962 个。34

个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 579.2

元，较 1985 年的人均 176元增加 1 403.2

元。同时，贫困地区的交通、农电、人畜

饮水、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文化教

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也都有了较大发展，

广大干部群众改革开放意识和商品经济

观念明显增强。
以上成绩的取得，除去党中央和国

务院的正确领导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

外，河南财政扶贫做了以下四项工作：

（一）完善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机制，

大幅度增加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据不完

全统计，1994—1998年，各级财政通过支

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

工业扶贫资金、扶贫贷款财政贴息等，为

扶贫开发提供的资金总额达 22.02 亿

元。特别是近年来，各级财政扶贫资金

投入力度逐年加大。1997—1998 年二年

中央和省向 34 个贫困县每年分别投入

资金 5.26亿元和 6.18亿元。为支持贫

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1995—1997 年，中

央和省两级财政通过实施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工程、世行贷款“贫三”教育工程补

助 34 个贫困县发展教育资金 3.69 亿

元，其中：省财政配套资金 2.05 亿元。
在中央和省财政不断增加财政扶贫投入

的同时，各市地县财政也积极筹措资金，

努力增加财政投入。
（二）制定实施财政扶贫优惠政策，

增强贫困县脱贫致富能力。一是省财政

对全省 34 个贫困县中农民人均纯收入

低于 800元、贫困人口占全部农业人口

20% 以上、财政标准供给人员人均财力

低于 4 500 元的特困县实行倾斜政策，

分配新增财政扶贫资金时给予重点支

持；二是对 1993—1995 年省财政用于贫

困县的“财政扶贫发展周转金”和贫困县

“七五”期间提前使用的省财政预拨补贴

款 2.14 亿元，下放贫困县管理，省不再

收回；三是对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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