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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黔西南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攻坚工

作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对本州发展的"念好三字经，打好特色牌，奋力打造民族特色

山地经济创新示范区"新定位，按照州委、州政府"1+3+3"发展体系，黔西南州相继出台了"1+14"

配套文件等一系列文件、办法和措施，积极创新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黔西南州脱贫攻坚工作创新亮点及其成效

(一）提出脱贫攻坚"15431"，工作思路有较大创新

2015 年州委六届八次全会通过的《黔西南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提出了"1+3+3"发展体系，着力构建以大党建为统领，实施大扶贫、大山地旅游、大数据

战略行动，以大统战、大法治、大安全为保障，弯道取直，奋力跨越，走出一条符合黔西南实

际的发展新路，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确保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针对脱贫攻坚工作，州委专门提出了"15431"工

作思路，即确立群众脱贫攻坚主体地位，树立脱贫攻坚共商、共识、共建、共享、共担"五共

理念"，抓好梢准识别、措施制定、落实措施、效果评估"四步工作"，确保贫困农户、评估机

构、验收单位"三方认账"实现如期打贏脱贫攻坚战目标。坚持群众主体地位，处理好政府、社

会帮扶和自身努力的关系，发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情神，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干部

群众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注重扶贫先扶志，变过去"干部干、群众看"为"群众干、干部

帮"，支持群众主选择发展方式，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思路有较大创新,工作就有较大推动。整个"十二五"时期，全州"减贫摘帽"的有 5 个县、

70 个乡镇，退出 75 个贫困村，贫困人口减少 65.95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3.7%。全面小

康实现程度达到 81%,比 2010 年提高 15 个百分点。全州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比较明显。

(二）落实"五共流程工作法"，工作方法有较大创新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从干部的角度看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上热下冷""上急下缓"的问题；从

群众的角度看，出现了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没有突出和内生动力没有充分激发的问题。从干部

角度看，黔西南州成立的脱贫攻坚总指挥部，几乎是天天晚上加班加点开会研究想思路、定目

标、找办法，而决策部署到了部分县乡村，就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抽样调查到有的干部，

居然一问三不知。媒体报道西部某省搞整乡推进，拨给一个镇 286 万元的扶贫资金，要求该镇

当年新增育苗 2860 亩。但是该镇根本找不到这么多地，只好开镇党委会来研究如何才能够安

全把这笔扶贫款花出去。脱贫攻坚变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从群众的角度看，贫困群众是扶



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党和政府有责任帮助贫困群众致富，但不能大包大揽。

有的地方不注重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反而助长贫困群众的"等、靠、要"思想。

在有的乡村，锖准识别贫困户的时候，有的人说:"你干脆不要把我定成贫困户了，直接帮我整

成低保户，我什么都不用干，还有低保吃。"令人哭笑不得。

贫困群众是扶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當的主体。为了充分调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积

极性，我州探索、总结、形成了脱贫攻坚的"五共流程工作法"，就是通过共商、共识、共建、

共享、共担，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要求。共商，就

是注重倾听民意，吸纳民愿，把"十三五"规划直接对准人民群众，直接对准千家万户，直接对

准贫困户，同老百姓一道商量发展规划；共识，就是在共商的基础上，与老百姓达成一致意见

和发展思路，共建，就是让老百姓自己的意愿变成规划之后，与老百姓一同发展，一同建设美

好家园；共享，就是通过共建，让老百姓享受到我们改革、发展的成果共担，就是在共建共享

的过程中，我们与老百姓相互包容、相互体谅，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同老百姓一起担当

。今年 2 月 25 日，安龙县搭建共商平台，钱相街道打凼村发展倍增计划共商会（全县第一家}

挂牌成立并召幵了第一次会议。望谟县以领导推动、培训互动、多方联动、规范驱动和示范带

动，落实"五共流程工作法"，甘莱村、洛郎村和桑郎村作为典型示范村，经济发展得到较大推

动。册亨县通过与贫困群众共商规划，征集个人脱贫意愿，达成脱贫共识，驶入脱贫攻坚快车

道，通过共商共识转化为共建项目，全力创建美丽乡村、小康家庭，跑出了脱贫攻坚的加速度

；通过成果共享，让群众有获得感、认同感和满足感，然后共担发展责任、发展困难、发展风

险，确保了持续发展。

(三）实施乡村发展倍增计划，发展动力有较大创新

乡村发展倍增计划是我州学习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尤其是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是我州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

康的工作创新。以脱贫攻坚、同步小康为背景，以"五共流程工作法"为来源，以贫困群众为对

象，以增收致富为目标，目的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突出主体地位，激发内

生动力，引导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乡村发展倍增计划实际上就是脱贫攻坚计划，重点是让村

成为主战场，让村民、特别是贫困农户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来，使其成为脱贫攻坚主要

载体。脱贫攻坚计划主要是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乡村发展倍增计划主要是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

性。实施乡村发展倍增计划，一是因地制宜制订乡村发展倍增计划。深入贯沏落实脱贫攻坚"

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决策部署，帮助制定实施产业、项目、基础设施、人才和收入倍增计

划。二是大力推进"三变"和"四村四化"。探索推进农村"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民"的发展新模式；扎实推进村支平台化、村庄公司化、村民股份化、村务社会化、四村四化

积极探索村级脱贫攻坚、社会治理新模式。三是充分运用好"三种力量"。用好基层群众的内生

动力，用好军民融合脱贫攻坚团，用好脱贫致富靑年创业军。如册亨县坡妹镇将"星级信用评

定"融入民意调查工作，在抱团发展方面给予互助组最大的支持。启动实施了 5000 余亩山地生

态循环经济林下种草养殖产业带，县政府协调 1.6 亿元信用贴息贷款通过"杠杆化"运作模式支



持养殖户，沿线建立 16 个大型养殖区，50 余个养殖合作社，各村相继成立了养殖协会。目前

已有 78 个互助组抱团发展砂仁、生姜、辣椒、甘蔗、养牛、养羊、养鸡等，带动 3900 多户群

众。如州民调中心、普安县委组织部、楼下镇及泥堡村支两委共同制定了打造泥堡村红色旅游

项目的计划，依托村支两委成立红色旅游脱贫合作社，引导帮助该村有发展愿望、有致富想法

、想干事的精准扶贫户加入红色旅游脱贫合作社，发动村内贫困户通过劳动力入股等方式，参

与到各劳动环节，收益中留存一部分作为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实现村民收入和村级集体经济积

累倍增，从而带动村内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倍增。如贞丰县珉谷街道必克村以 40 余

亩石板地入股与深茂公司联合建立生猪养殖基地，村集体每年以 6%的股份参与分红，引进外

资投入 20 万元建立生态鸡养殖项目，村集体通过以荒山出租的方式参与分红，引进 10 万元大

拥蔬菜种植项目，采取企业投资、农户土地入股、合作社中介服务的方式，增加集体收入，达

到了村集体、农户、企业"多方共贏"的效果。望谟县蔗香镇将钓鱼大赛后不用的钓鱼棚维护后

，由蔗香村委会统一管理，出租给钓鱼的游客，每年可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5 万元。兴义市清水

河镇新场村以小城镇和园区建设为契机，通过村干部和集体合股的方式成立建筑公司，短短 3

个月通过承接各类工程实现产值 200 余万元，纯利润 40 余万元。经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公司

所有出资人共同商定，村集体每年分红比例为公司总利润的 25%，村集体年收入可达 30 万元

。

通过脱贫攻坚计划和乡村发展倍增计划的实施，广大干部、乡村能人、广大老百姓纷纷动

起来、热起来，为打贏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实行脱贫攻坚战区制，组织指挥有较大创新

围绕打贏脱贫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5 年 11 月 21 日我州制定的目标任务

是：第一步，在 2015-2017 年三年重点攻坚期内，减少贫困人口 30 万人以上，贫困县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8600 元，全州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有明显改善，与全省差距大幅缩

小；实现啃隆、册亨两县和 37 个贫困乡（镇）"减贫搞帽"、410 个贫困村"脱贫出列"。第二

步，到 2020 年末，实现 7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88 个贫困乡（镇)全部"减贫摘帽"，

629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58.29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群众收入迈上新台阶，贫困

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舂，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

力显著增强，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同步小康建设目标。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任务，州委实行脱贫攻坚战区制，将全州 8 县（市)、义龙试验区划分

为"五大战区"，第一战区册亨县和望谟县，由州委负责脱贫攻坚；第二战区晴隆县和普安县，

由州政府负责脱贫攻坚；第三战区安龙县和贞丰县，由州人大负责脱贫攻坚；第四战区兴义市

和兴仁县，由州政协负责脱贫攻坚；第五战区义龙试验区，由兴义军分区负责脱贫攻坚。州级

建总指挥部，各县（市）建指挥部，实行"倒计时"，制定"作战图"，立下"军令状"，配强"突

击队"武装"尖刀班"，落实州级领导帮扶贫困乡，县级领导帮扶贫困村，乡镇领导帮扶贫困户

机制，就是要把每一个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盯死、看牢，一个人不漏地实现脱贫。通过脱贫攻



坚战区制的实现，各级指挥部加大了工作力度，各战区包保单位进一步加大了对本战区的帮扶

力度，确保了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形成了攻坚的合力，效果相当明显。

(五)拓宽脱贫攻坚领城，脱贫模式有较大创新

今年省委、省政府对黔西南州发展做出了"念好三字经，打好特色牌，奋力打造民族特色

山地经济创新示范区"的新定位。根据新定位和要求，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脱贫"五个一批

"工程，全州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较大探索创新，形成了众多模式，如"旅游扶贫"模式、"

大数据+精准扶贫"模式、"农村电商+扶贫"模式、"党建+扶贫"模式、"统战+扶贫"模式、"金融

+扶贫"模式、"峰会+扶贫"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经济产业模式、教育脱贫模式、乡

村发展倍增模式，等等。比如我州充分利用兴义万蜂林、万峰湖、马岭河峡谷、贞丰双乳峰和

晴隆二十四道拐等丰富独特的山地旅游资源，发挥旅游对扶贫的带动作用，让更多贫困人□通

过多种形式参与分享旅游发展的红利。比如在脱贫攻坚中开发建设了智蕙党建和党建扶贫两个

应用平台，将大数据和精准扶贫深度结合，实现识别对象、措施到户、安排项目、管理资金、

退出机制、选派干部、评价考核等方面的精准管理。再比如在农村大力培育电商，使黔货出山

和网货下乡双向通道不断畅通，电商扶贫成为扶贫开发的新增长点。再比如近几年来，全州集

中打造了"中国美丽乡村•万峰林峰会"和国际山地旅游大会永久会址、中国•黔西南万峰林国际

持杖徒步大赛、中国自行车联赛（兴义万峰林站)、中国热气球俱乐部联赛(兴义站）等开放平

台，促进我州脱贫攻坚工作的创新发展。

二、黔西南州脱贫攻坚工作创新启示

从黔西南州脱贫攻坚工作的创新实践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是基础

—个地区脱贫攻坚效果好不好，主要取决于工作思路是不是清晰，工作方法是不是有效。

黔西南州脱贫攻坚工作中提出了"15431"工作思路，探索形成了"三招两式一提升""五共流程工

作法"等工作方法，为全州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加译组织领导和组织指挥是关键

全州脱贫攻坚工作突出以党建为统领，加强组织领导。在村级成立脱贫攻坚"五人小组"，

整合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乡镇包村干部、农技人员和农村知识靑年等驻村帮扶资源，实

现脱贫攻坚工作全覆盖，不留一个死角。同时在全州实行"五大战区制"，加强组织指挥。强有

力的组织领导和组织指挥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极为重要的关键环节。

(三） 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困地区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

；二是人民群众的力置。"人民群众的力量实际上就是发挥内生动力。黔西南州通过脱贫攻坚

计划，调动干部的积极性，通过乡村发展倍增计划，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变"让我脱贫"

为"我要脱贫"，变"任务式"为"服务式"变"粗放扶贫"为"精准脱贫"变"干部干，群众看"为"群

众干，干部帮"，唤醒了干部和群众的脱贫攻坚责任意识，提振了干部群众脱贫攻坚的楕气神

。这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极为有效的重要手段。

(四） 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是目的

全州到 2020 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是硬任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全州探索形

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脱贫攻坚创新模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决不能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