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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巴中：
红军精神引领财政扶贫再精准
本刊记者｜黄悦  张小莉  特约通讯员｜赵建皿  陈鹏飞  李松

陵园，这也是全国唯一一座红军为自己

战友修建的陵园。在这里，两万余名烈

士长眠在此。“赤化全川”石刻标语，镌

嵌在离烈士陵园不远的山顶石壁上，四

个大字，红光闪闪，宛如朵朵红云，数

十里之外，尤可赫然在目。在县城西南

的壁山坡上，“争取苏维埃中国”的石刻

标语也格外耀眼醒目。它是红军入川后

的第一幅石刻标语，每个字高2米，宽

1.8米，至今仍巍然屹立，十分清晰，很

容易将人们的记忆拉入到烽火连天的红

色年代。

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主力部队

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奉命向西战略

转移。12月下旬，红军经过浴血奋战占

领了通江、南江等县城，并在这些地区

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红四方面军在川

陕根据地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1933年

2月，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召

开，组建了中共川陕省委，并按照《中

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的原则，起草和通

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成立

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宣告了川陕革命

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川陕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面积达

42000多平方公里，主要活动地区为四

川嘉陵江以东，营山、渠县以北，城口、

开江以西，陕西宁强、勉县、南郑、西

乡、镇巴5县邻近四川边界地带。人口

约500万，共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的

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也得到大大扩

充，主力四个师由入川时的1.5万余人

发展到8万多人，加上独立师共10余万

人。当时，被毛泽东称为“中华苏维埃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方面军战略大转移，翻秦岭、越巴山，

自通江两河口入川，建立了以巴中为中

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这片热土上，

李先念、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了光辉的战

斗足迹，涌现了27位新中国第一代将

军。12万人参加红军、4万余人牺牲，孕

育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

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近年来，革命

老区、秦巴山区、贫困地区“三区叠加”

的巴中，大力发扬红军精神，创新财政

资金使用方式，打好财政精准扶贫攻坚

战，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住上好房子，

过上好日子。值此长征胜利80周年之

际，记者走进巴中，记录下财政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建设“五彩巴中”的美丽

画卷。

川陕革命根据地：

不应忘却的红色记忆

通江县，位于巴中市东北部，这座

曾被众多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城市，

因红军遗址遗物丰富，被称为“红军

城”。在县城北部沙溪镇的王坪村，有一

座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

烈士陵园——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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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长征顺利进入

四川，牵制国民党军主力，发展至鼎盛

时期的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撤出川

陕革命根据地，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

懋功会师。

川陕革命根据地军民为中国革命

胜利和新中国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在

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历经的大小战

斗数百次，牺牲的红军将士遍布川陕苏

区的山山岭岭，许多人连名字也没有留

下。据统计，当年巴中总人口约120万

人，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12万人，牺牲

4万人，投入运输力量约100万人次。至

今巴中市区内留有红军遗迹遗址350余

处、红军文物10万多件。

今天，在这片当年红军抛洒热血的

地方，巴中人民继续在新长征路上奋进。

为精准扶贫保驾护航

恩阳区万寿村，三年来通过易地

搬迁，村里37户贫困户150人住上新

房，今年村里又新建140户巴山新居。

青瓦白墙的新居，猕猴桃、天麻、黄牛

等特色产业，森林康养基地，一同点燃

了通江县空山坝村民的致富希望。巴

州区白庙乡充分发挥农村专业合作社

优势，强力推动“巴药产业”，种植皂

角、丹参、桔梗、板蓝根等品种2600

亩，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平昌县通

过发展“道路+新村+产业+旅游”，实

现大景区向贫困村、小景点向贫困户

覆盖，已建成特色乡村旅游区12个，

其中4A级景区4个。2015年接待游客

202.36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15.36亿

元，人均增收800元。

近年来，巴中市启动500余个项目

村，实现20余万贫困人口挪穷窝、换穷

业、拔穷根，走上小康路。然而地方财

政收入一年不足40亿元的巴中，如何

筹集扶贫资金和保障落实？巴中市财

政局副局长蒋豪雄介绍说，巴中市建立

“1+1+8”财政投入保障体系，提升精准

扶贫保障能力。制定财政金融扶贫专项

方案，强化财政、金融互动，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扶贫；构建“增量优先、存量

优化、项目整合、杠杆撬动”财政扶贫

投入保障机制，新增财力的50%用于扶

贫，专项扶贫支出占地方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重不低于30%，投入贫困村、贫困

户的涉农资金、扶贫资金占资金总额的

50%以上；统筹整合43个部门、55个

财政涉农项目资金112亿元，集中投入

到66个精准扶贫开发片区。

小“支点”撬动大发展

积极引导金融资本参与扶贫是巴

中市一项重要举措。通过设立精准扶贫

专项发展基金和风险基金等小“支点”，

撬动扶贫大发展。蒋豪雄介绍说，去年

巴中市、县（区）政府共同出资设立了

“精准扶贫专项发展基金”，银行按照基

金量的8倍授信放贷，资金已达1.5亿

元；同时，还在贫困村设立15—20万

元风险基金，纳入村集体资产管理，用

于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设立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农业担保基金、小

额贷款保证保险基金和补充创业再就

业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力争到2020年

实现精准扶贫专项基金规模10亿元，

农业担保公司注册资金10亿元。安排

巴山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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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2500万元给予回乡创业的村

民财政补贴和风险补偿，对回乡创办生

产性企业的，按厂房面积每平方米50—

80元的标准给予投资补贴，并根据种养

规模或农副产品加工年销售收入及带

动面给予定额奖励。

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食用菌大户王

茂全返乡创业的第一年“颗粒无收”，想

恢复生产却缺乏资金，创业贷款让他的

菌场再次步入正轨。南江县星光村贫困

户何举然去年贷款1.5万元用于养猪和

养鸡，获利近3万元。初尝甜头的他规

划着美好前景：还上贷款，再贷款2万

元养两头牛，一年增收七八千元，脱贫

不是问题。南江县引入龙头企业——七

彩林业公司，由财政扶贫专项发展基金

担保获得银行授信2亿元。目前已发放

给农户8000多万元贷款，用于购买幼

苗、肥料等。贫困户1566户5325人因此

增收脱贫步入小康。

资金互助  共谋发展

2015年冬至，全市首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村资金互助社——浩湖农村资

金互助社开张，这是由浩湖猕猴桃种植

专业合作社牵头、水宁村502户农户共

同出资成立的。资金互助社坚持自愿出

资、自我管理、自担风险，为贫困户提

供便捷、低价的互助贷款。在此基础上，

巴中市出台扶贫互助基金小额信贷管理

办法，将原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提升为扶

贫互助基金，实现“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金融参与”。银行按扶贫互助社基金

总额5—10倍向互助社社员授信，并可

按社员交纳风险金的10倍发放贷款。 

南江县天池乡池塘村2015年筹集

村民手中的“闲钱”建立扶贫资金互助

社。33个互助联保小组当年累计使用互

助金97.6万元，贫困户的互助金使用率

达100%。有了“活钱”，提规模、建工厂，

传统作物金银花产品附加值大大提高，

村民年均纯收入增至9500元。目前，巴

中市已建立扶贫资金互助社368个，支

持8832户贫困户借款1.6亿元，贫困户

按期还款率100%，带动特色产业发展

1.6万亩，人均增收1000元。

股权量化  联姻企业

恩阳区万寿村创新社会扶贫机制，

引入巴中市三棵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出资124万元和村集体出资100万元的

帮扶资金，共同组建万寿村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吸纳万寿村农户442户1623

人，其中贫困户56户222人。合作社实

行“按股分红、二次分利”的利益联结机

制。三棵松公司占股55.4%，其中20%

作为帮扶资金额分配给贫困户；村集体

恩阳区钱库村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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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股44.6%，实行“235”的分配机制，将20%的股份分

配给村集体，30%的股份分配给贫困户，50%的股份分

配给一般农户，预计三棵松公司年收益16.62万元，村

集体年收益2.67万元，贫困户人均年收益300元，一般

农户人均年收益48元。

恩阳区钱库村先后引进四川天恩农业公司、四川

原乡有机农业公司等一批实力农业企业落户，吸纳社

会资本2亿元。探索建立产业发展利益联结“152”机制。

“1”即公司按每年600元/亩的标准给农户支付保底租

金。“5”即公司投资建园投产后，按照一定规模返租给

部分有能力、积极性高的流转出土地农户，公司负责技

术、生产设施设备、产品品牌、销售，农户负责生产资

料、日常劳务管理，按产值的50%分成。“2”即公司投

资建园投产后，如果农户不愿返租，可承包园区内一定

规模的劳务管理，按产值的20%作为劳务收入。

作为四川省资产收益扶贫试点，恩阳区万寿村创

新“资产量化+贫困户”的扶持机制，按照“确股不确

物、确股不确钱”的量化原则，实行“三股一保底”的利

益联结机制。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形成的股份以“扶贫

股”的方式全部量化给贫困户；将财政支农资金形成

股份的30%以“优先股”方式平均量化给贫困户，其余

70%以“一般股”方式量化给全体村民，合作社按人民

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75%为基数核算“保底”

分红给贫困户。坐在家里也能增收，这样的好事同样出

现在平昌县枫香村。枫香村将财政支农资金138万元的

20%和14.8万元专项扶贫资金整合成424股“优先股”，

平均量化给212个贫困人口；将财政支农资金的80%形

成1040股“一般股”，20%量化给村集体，80%量化给全

体村民，投入顺枫种养合作社中。按照5年期贷款基准

利率4.9%核算，即使合作社不盈利，贫困人口可获人均

年收入139.65元，普通村民获得人均年收入41.65元。

蒋豪雄说，按照财政支农资金股权量化工作的要

求，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必须先划出30%的

股份作为贫困户优先股，剩余70%股份量化给全体农

户作为普通股；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100%量

化给贫困户。实行“一年一分红、确股不确物、确股不

确钱”，确保贫困户保底分红底线。量化股权，联姻企

业，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扶贫机制。截至今年8月底，全

市财政投入形成资产总额1272.6万元，其中贫困户“优

先股”721.6万元、人均占股2318元；今年已分配收益

总额64.33万元，其中“优先股”分配收益总额33.7万元，

贫困户人均收益1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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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中国财政学会主办的

“财政与国家治理暨财政智库60年研讨会”在京举行。财

政部部长助理戴柏华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代表财政部

党组对财科院财政智库建设60周年取得的辉煌成就表

示祝贺，同时对财科院高端财政智库建设提出了希望和

要求。财科院院长刘尚希主持开幕式并做主旨演讲。与

会专家围绕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视角下的财政与国家

治理、调整央地关系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等议题，深入

探讨了如何更好发挥财政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

用，并就财科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更好推进财政智

库建设建言献策。

“财政与国家治理暨
财政智库60年研讨会”召开
本刊记者｜摄影报道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四川巴中：红军精神引领财政扶贫再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