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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成效明显，但同时仍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还有

待优化。本文结合贵州省扶贫工作的实践，提出了一些扶贫开发对策建议，借以弥补

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的缺陷，有力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

衔接，全方位覆盖贫困农户，大力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加强监督，凸显财政综合扶

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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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由于地理禀赋的不同，贵州省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扶贫工作的

有效开展。随着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整体规划提上日程，贵州省在结合省情的基础上，积极拓展

扶贫工作思路，创新扶贫工作模式，创新扶贫工作项目，灵活运用扶贫工作载体，取得了如下

成效： 

(一)扶贫开发整体成效显著 

2001—2010 年，中央和贵州省级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70 多亿元，年均增长 11.47%

。从投资结构看，种养业所占比重由 2001 年 16.97%增加到 2010 年 81.1%，水利和交通基础设

施分别由 2001 年 27.91%和 21.99%减少到 2010 年 0.66%和 3.55%，其他增减比例比较平稳。通

过 10 年扶贫开发，贵州贫困人口从 777.7 万减少到 505.3 万(按人均 1196 元贫困标准口径)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272.4 万，贫困发生率从 23.9%下降到 14.9%；贫困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

高。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2005 年末的 1641 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3105

元，年均增幅 13.6%；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1060 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电

网覆盖范围内实现了户户通电。96.9%的乡镇通油路(水泥路)，96.7%的建制村通公路。完成了

60.17 万户农村危房改造；社会事业水平不断提升。530 余万贫困人口滚动纳入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年人均保障标准达到 1186 元。特别是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扶贫开发模式。 

(二)创新扶贫模式，开展“县为单位、整合资金、整乡推进、连片开发”试点扶贫 

2007 年贵州在印江县启动“县为单位、整合资金、整乡推进、连片开发”扶贫开发试点

。以国家扶贫项目资金 950 万元为引子，整合投入资金 6443.9 万元，实施 203 个项目，覆盖

了杉树乡 14 个村 137 个村民组 4104 户 17177 人。扶贫效果明显，整体效益突显。一是生产生

活条件得到改善。新建公路 13 条 108 公里、通村油路 26 公里，硬化 11 个村便道 28.36 公里

，有效解决了 1.3 万余群众出行难、运输难问题；新建小水窖 1458 口 4.37 万 m3，建设灌渠

5.5 公里，基本解决了 1.28 万人饮水安全问题，有效解决了 4500 亩茶果园的浇灌和 3800 亩



农田灌溉问题。二是社会公益事业得到发展。新建小学 6 所，改造维修小学 7 所，4500 名学

生的学习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新建村级卫生室 10 个，配套了相应的医疗设备，安排了有资

质的医生，较好地解决了 7000 多人就近看病难的问题；新建乡文化站，村村建立了“农家书

屋”，完成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新增电视接收器 960 台，农户电视覆盖率达 90%以上；联

户路硬化 28.36 公里。通过大量社会事业的建设，试点区就学、就医、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增强了群众发展生产的信心。三是群众观念发生转变，综合

素质得到提高。引导和扶持种养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组织领办农业产

业，努力促进规模化生产，培育 100 头以上规模种猪繁育场 3 个，200 亩以上茶叶大户 11 户

。在海拔 1000 多米的杉树乡何家梁子等村，新开垦的 4000 多亩茶园，群众产业发展水平明显

得到提高。四是特色产业集中连片，群众增收门路拓宽。新建及改造标准圈舍 3949 间，引进

二元母猪 2199 头，实现户均出栏生猪 2.5 头，饲养莱茵鹅 91004 只，养鹅户户均出栏商品鹅

45 羽；引导和扶持农户种植茶叶 7596 亩，实现人均茶园面积 0.53 亩；种植经果林 4157 亩，

实现人均经果林面积 0.25 亩；围绕新农村建设要求，建设沼气池 568 口，初步形成“畜一沼

一茶(果)”循环经济农业发展模式。通过产业发展带动了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试点区群众人

均纯收入从实施前的 1580 元提高到 2009 年的 2350 元，比项目实施前增长 48.7%。贫困人口

由实施前的 668S 人下降到 2009 年底的 3450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20%。 

(三)开展专项产业化扶贫试点项目，成效显著 

2001 年晴隆县启动种草养畜产业化扶贫试点县项目，2010 年扩大到 43 个县。累计投入种

草养畜产业化扶贫试点项目 13 亿元，整合引导部门资金、金融资金、社会资金、企业资金和

农户自筹资金 6 亿元。项目的实施有力地推进全省种草养畜产业化扶贫。一是转变方式，提升

产业。草地生态畜牧业逐步成为全省性的大宗农畜产品产业，产业化经营格局基本形成，草料

供应体系基本建立，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加快，技术服务体系逐步健全，流通加工体系日趋完善

。二是规模扩大，农民增收。到 2010 年底止。43 个县的项目区累计发放羊 180 多万只，发放

牛 2 万多头；存栏羊 250 万只，存栏牛 40 多万头；出栏羊 150 多万只，出栏牛 4 万多头。有

项目年人均增加收入超过 4200 元。累计人工新种和改良草地 300 多万亩，配套改良草地、草

灌结合、秸秆利用，草畜基本保持平衡，缓解了水土流失和石漠化趋势。晴隆、习水、松桃、

赫章等县都建设了大规模的连片示范草场。项目区覆盖了 43 个县的 500 多个乡镇、1600 多个

村，帮助约 8 万户农民就地转产，初步形成了全省性的大宗农畜产品产业，为贫困群众找到了

一条长期稳定的增收渠道。三是夯实基础，持续发展。通过种植牧草，减少了水土流失，生态

环境得到有效改善；通过与退耕还林项目有机结合，促进林牧同步发展；通过实施围栏封育、

划区轮牧、舍饲和半舍饲等措施，改变传统的养殖方式，使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通过建设

沼气池，推动清洁能源，有效改善了项目区的环境质量；通过行业资金整合，实施水、电、路

、沼气等配套设施建设，改变了项目区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通过产业培训，

促进了项目区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成为推动产业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

。 

(四)雨露计划缓解返贫现象，创新扶贫载体 

2006 年—2010 年，贵州省实施“雨露计划”。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4.26 亿元，培训农村贫

困劳动力人 58.71 万人。从 2007—2010 年监测汇总的情况看，经过培训的劳动力年人均工资

收入超过 1 万元(初级技工超过 13 万元)，年人均支持家庭的现金达到 6897 元，基本实现了转

移一人，脱贫一户的目的。 



 

二、贫困省扶贫开发仍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 

贵州扶贫开发虽然取得一定成效。由于贵州的发展基础差、水平低、不平衡，仍然是最贫

困最落后的省份，返贫率高、贫困人口多等现象仍然突出，扶贫工作还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

，贫困山区尤为严重。 

(一)贫困地区分布不均，配套基础生活设施简陋 

贫困山区生产生活条件尤其是基本农田、水利、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还很差，仍然是制约

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要因素。一是基本农田建设缓慢、建设标准低，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二是工程性缺水严重，人畜饮水困难还未得到有效地解决。 

(二)农民增收渠道窄，收入不稳定，自身脱贫较难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贵州省内贫困山区的百姓大多没有自己脱贫的途径，增收渠道较少

，增收意识差，大山阻隔信息闭塞使得增收基础不稳定，收入水平低，返贫现象仍常发生，脱

贫致富任务繁重。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001 年的 13742 元提高到 2010 年的 3472 元，与全

国平均水平相比还很低，相当于全国的 60%。 

(三)统一协调的扶贫资源运行机制尚未建立 

多年来，有些部门总是伸手争枪扶贫资金，给本部门设立小专项，各类小专项曾达 60 多

种，好端端的一块扶贫资金拆得七零八落，严重影响开发效果。统一调配，合理利用，高效运

作的扶贫机制始终在省级单位的零散划拨中失去重点。 

(四)返贫现象严重，返贫因素错综复杂 

因灾、因病返贫十分突出，正常年景返贫率在 15%左右。按照新的标准，贵州还有贫困人

口 1500 万人。究其原因很多，但从其资金使用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金分配信息

不对称，缺乏规范的操作机制。在专项扶贫资金的分配上，权力部门易受申请方游说努力程度

或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左右，本来短缺的资金无法落实到真正需要帮助者手中，甚至出现了“扶

富”的现象。随机抽取 2003 年资金计划分配情况发现，某非重点扶贫市当年分配资金 560 多

万元，而同州的一个重点扶贫县只分配到 299 万元。二是扶贫资金“跑、冒、漏、渗”等现象

严重。我们对某地一个竹笋种植项目调查发现，一个 100 万元扶贫资金的项目，直接落实项目

不足 70 万元，用于一些与项目无关的各级申报打点、行政干部考察培训等费用多达 30 多万元

。三是扶贫资金使用欠合理。扶贫资金平均 7096 以上投向种养业，实施的大多数是一些分散

的、零敲碎打、种不成片、养不成群、产不成量的项目。2(X)9、2010 年，8096 的资金用于果

蔬、茶叶、油茶、核桃和畜牧业，种植业都是千亩、万亩以上的平坝地。明显偏离扶贫对象，

排斥了真正需要扶持的贫困农户。 

 



三、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的优化对策 

(一)整合发展规划思路，重点定位，逐步推进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中明确提出的 11+3 个扶贫攻坚主战场中，贵州

省涉及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等三个地区。特别是要贯彻落实好国发 2 号文件

关于贵州扶贫示范区的扶贫精神。要把三个片区涉及的 65 个县作为主战场，把 50 个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作为重点区域，把 934 个贫困乡{镇)作为核心区。针对最困难区域和群众，结

合全省生态水利和石漠化治理“三位一体”建设，实施大规模、区域性、特色连片扶贫开发，

才能确保贵州省最贫困区域内的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二)建立多元化扶贫模式，弥补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的缺陷 

贵州的贫困特点很复杂，集中连片和插花分布并存，既有居住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

桂石漠化片区相对集中连片的贫困人口，分散在各地的贫困散户比例也不少，加之现在新的农

民人均纯收入 2300 元扶贫标准颁布，贫困集聚地范围扩大的同时插花性贫困人口也明显增加

。鉴于这种特点，单靠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因为资金及效率方面的缺陷难以适应这种复杂多变

的要求。因此，实现扶贫模式的制度转型，积极探讨和实践政府和 NG0 合作共进模式，实现双

方的优势互补是促进贵州扶贫开发的有效补充。 

(三)有效衔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全方位覆盖贫困农户 

贵州已在 83 个扶贫县和 5 个非扶贫县同步启动“两项制度”衔接试点工作，工作量大、

工作任务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工作实效。首先，实行开发扶贫

和生活救助“两轮驱动”，探索基本生活靠最低保障、脱贫致富靠扶贫开发的“两项制度”有

效衔接新机制。其次，坚持以贫困村为基本单位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以确保低收入人口受

惠为中心制定和实施整村推进规划，在规划中明确和落实对低收入人口的帮扶项目和措施。再

次，因户施策与项目带动协调推进。坚持从实际出发，以扶贫绩效为导向，采取多种帮扶模式

。本着缺什么扶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帮助解决什么问题，确保扶持效果；注重项目带动，重点

培育发展扶贫主导产业项目，以项目扩大覆盖面，增强带动力。最后，集中专项扶贫投入并充

分发挥其粘合剂作用，整合各种资源支持低收入人口发展。 

(四)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加强监督，凸现财政综合扶贫效果 

要围绕国发 2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健全制度，整合资源，

加强扶贫资金监管，提高资金综合利用率。一是创新贫困地区涉农资金整合机制，集中力量攻

难关。二是创新扶贫项目管护机制，确保项目建好用好管好。三是创新扶贫资金使用机制，确

保项目建成效。四是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对扶贫资金进行事前、事中、事后跟踪管理，充分发

挥村民、监察、审计、媒体等社会的监督作用，确保扶贫资金的安全运行和使用效率。 

综上所述，贵州省的扶贫工作仍任重道远，要将扶贫工作从扶贫扶助向扶贫帮困的角度延

伸，既提供有效的机制鼓励农民创业，增产增收，同时也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从

根本上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惠及更多、更广泛的贫困群体，实现扶贫脱困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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