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 好 扶 贫 工 作  

帮 助 贫 困 县 改 变 面 貌
辽宁省财政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广大农村

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正朝着生产的

现代化、专业化和商品化方向发展。但就全省

来说，经济发展还不平衡，现在全省尚有 7 %
左右的农民没有摆脱贫困、甚至连温饱都没有

解决，主要集中在西部干旱地区和东部山区。
其中朝阳市六县被列为全国十大贫困 山区 之

一。为了帮助贫困山区改变落后面貌，财政部

门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从资金和政策上采

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并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做了一些工作，初步取得了三个方面的实效。

一是生态环境有了改善。据不完全统计，
1982—1985年，我省各级财政用 于 11 个贫

困县的小型农田水利 补助（包括专项拨款）

11，150万元。目前，扶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已完

成水土保持面积791.6万亩，森林 覆盖 率由原

来不足20%提高到22.5%。随着植被状况的开

始好转，辽西干旱地区生态环境有所改善，提

高了土地含水量，增强了 拦蓄地表径流的能

力，水土流失有所减轻。区域 性气候明显好

转，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农业生产

打下了基础。凌源县1984年 8月份普降暴雨，
历时20小时，但灾情却比1962年同样暴雨造成

的损失小得多。
二是发展了商品生产。1982—1985年，财

政扶持11个贫困县办 乡村 企业1，163户，共栽

植各种果树23万亩，总投资6，000万元，增加

产值24，000万元，增加 利税 3，700万元。1985

年11个贫困县的乡村企 业总产值已达130，000
万元，比1983年增长 2 倍；利税23，500万元，
比1983年增长1.9倍。

三是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程

度的改善。1982—1985年，财政安排3，500万
元扶持打水井938眼，解决了32.1万人、16万

头牲畜的饮水困难；扶持贫困村、组、户购买

牲畜12.6万头，买小型农机具1.36万台（件）；
扶持架设输变电线路700多公里，解决了550多

个村屯的生产、生活用电问题。随着生产和生

活条件的改善，已经有一部 分特困 乡摘掉了

“特困”帽子，为一些贫困乡、村、户奠定了

脱贫的基础，提高了 自我 发展能力，增强了

“造血”机能。群众收入水平有显著提高，11

个贫困县1983年农村群众人均收入为137.5元，
1985年已提高到309.9元。

近几年来，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在扶贫工作

中，主要采取了以下五项措施：

第一，深入调查研究，确定扶贫重点。近

几年，各级财政部门，对贫困地区做了大量的

调查研究，初步摸清了这些地区的贫困状况和

原因。我省 贫困地区 的贫困状 况，可概括为

“六缺”、“四多”。六缺是：一缺吃，11个

贫困县年均吃返销粮 6亿斤，人均124斤；二

缺烧，有38.5万户缺柴烧，占总农户的33%；
三缺穿，一些严重困难户穿衣盖被都靠政府救

济；四缺水，11个贫困 县共有1，075个缺水村

屯，缺水人口达38.5万人；五缺住房，有相当

数量的贫困户住险房、漏房、窄房；六缺资

金，大部分贫困户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四多”是病残多、光棍多、文 盲多、欠债

多。全省贫困农民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

少数人缺吃少穿，常年生活困难；二是大多数

人处于正常年景可勉强维持温饱，但经不起灾

害的打击；三是少数人有较少的稳定收入，但

也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从调查研究中我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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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结论是：贫困地区由于受多方 面条件的限

制，要在短时间内全部脱贫致富是困难的。当

前，财政扶贫工作的重点对象只能放在第一、

第二两种类型上，帮助他们创造增收条件和扩

大再生产的能力，发展商品经济，在解决温饱

的同时，为长远致富积聚力量，逐步富裕起来。
第二，从改善生态环境入手，帮助贫困地

区解决好基本生产条件。辽西干旱地区的10个

贫困县，主要特点是自然条件很差，加上前些

年乱砍滥伐，超载放牧，毁林开荒，使生态平

衡受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土质瘠薄，春季

风大沙多，夏伏少雨干旱，风雹、旱灾不断，
形成恶性循环。凌源县财政局积极筹措资金，
狠抓小流域的综合治理，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

紧密结合，开发荒山秃岭，经过几年的努力，
现在是：“山上青松戴帽，山下果树成行，山

腰刺槐穿带，沟底草木莽莽”。广大群众在山区

建设中看到了希望，增强了脱贫致富的信心。
第三，从工作上、资金上、政策上因地制

宜地帮助发展商品生产。首先是扶持发展投入

少、见效快的猪、鸡、兔等养殖业、工副业、
经济作物，着眼于解决当前的温饱问题；同时

根据各地资源可能，积极发展建材、林果业，
为长远致富积蓄力量。朝阳县财政局大力支持

开采石棉、红土等矿产资源，他们在资金上扶

持的同时，帮助企业加强财务管理，搞好经济

核算，乡财政所还对骨干 企业派 驻会计。目

前，这个县的建材业和采矿业已发展成为农村

经济的重要支柱。
1985年省财政拿出3，000万元专门用 于发

展乡镇企业。今年，省厅在财力较紧的情况下，
又安排600万元作为省级 扶贫基金，以有偿形

式扶持贫困县发展乡镇企业和贫困户养殖业。
一些没有列为省一级贫困地区的市，对扶持当

地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生产也很重视，大连，辽

阳，抚顺等市每年都从机动财力中安排一定资

金，用于扶持贫困乡、村、户发展商品生产。
与此同时，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决定，我

们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先后对11个贫困

县在农业税和乡镇企业所得税方面实行了优惠

照顾，给这些地区以休养生息之机。去年，省

政府批转了我厅《关于在贫困县建立扶贫基金

的报告》，明确规定扶贫基金主要用于支持贫

困乡、村、户发展商品生产。
第四，改革和加强扶贫资金的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我们在扶贫资金的管理上主要

抓了两条，一条是，坚持有偿和无偿相结合，
以有偿为主的原则，加强支农周转金的使用和

回收管理。省厅规定上级财政周转金不直接投

放到具体项目上，在确定资金使用方向、原则

后，由下级财政选点定 项，负责对上承借承

还，同时规定逾期不还，收取超期占用费。这

项规定把基层财政部门的权力和责任有机地结

合起来，促进了周转金的回收，提高了资金使

用效益。另一条是，采取检查验收和拨款相结

合的办法。凌源和建平等县财政局，对山区建

设等项资金的使用，坚持与受援单位签订经济

合同，把投资工程的检查验收和财政拨款结合

起来，根据工程进度拨款，工程完了后经验收

合格，一次补齐补助资金。对没有达到合同要

求的，停止拨款或抽回补助资金。实行这种办

法，加重了受援单位使用国家资金的责任感，
有利于提高投资工程的质量，加快建设速度。

第五，完善乡财政体制，充分发挥它在扶

贫工作中的作用。我省建立 乡财政的时间较

长。到去年底，全省乡镇级财政已基本得到完

善，配齐了人员，明确了工作任务，确定了不

同形式的财政管理体制。几年来的实践证明，
通过乡财政抓扶贫工作，效果比较好。一是能

直接监督国家扶贫资金的使用，有利于更好地

发挥资金效益。二是把支农周转金的具体使用

权放到乡财政，实行县、乡承借承还，增强了

乡财政的责任感，项目选得准，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保证资金及时回收。三是实行乡

财政扶贫包户，有利于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目前，我省扶贫任务还很重，还要进一步

加强这项工作。我们打算重点加强扶贫资金的

管理，提高扶贫资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搞活经济，帮助贫困地区

尽快摆脱落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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