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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现行实践模式的创新

——以安徽石台县丁香镇为例
*1

冯光云

（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摘 要】: 精准扶贫是对以往大水漫灌式扶贫工作的反思，以安徽省石台县丁香镇为例，对脱贫攻坚创新模式

进行了探析。精准识别、因地制宜产业扶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脱贫环境、加大教育扶贫力度逐步开展金融扶

贫、强调社会扶贫落实结对帮扶，是新时期下丁香镇扶贫工作的重要机制，但是从该机制的地方实践来看，其面临

多方面的困境：金融扶贫机制不灵活，财政扶持压力大，产业帮扶实际效果有限，自身弱势制约脱贫。基于此，通

过对以往实践模式进行创新性的探析，将互联网+ 集体经济+ 企业+ 贫困户、智力团队、家庭医生签约+ 医疗联合

体、金融创新+ 农业保险同时推动才能真正打好脱贫攻坚战。

【关键词】:脱贫攻坚；互联网+；智力团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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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在湖南考察扶贫工作时，明确提出扶贫工作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抓住重点、不断提高精准性、

有效性和持续性，要实事求是，切忌喊大口号。

1 丁香镇脱贫攻坚现行措施

丁香镇属皖南丘陵地区，距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城西 20km 处， 全镇总面积 112.8km
2
，下辖 9 个行政村，总人口 10334 人。

农业以水稻为主，兼小麦、油料、蚕桑、茶叶、中药材，林业竹木等资源，境内主要矿产有铜、磁铁、石灰石、花岗岩，交通

便利、环境优越，发展前景好，开发潜力大。在中央战略部署目标下，全镇到 2020 年底，预计完成 4 个贫困村建档立卡工作，

实现村有优势产业，户有增收项目，累计 761 户 2426 人摘掉贫困帽，贫困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镇平均水平 70% 以上，

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5 万元以上，要确保所有贫困村出列、所有贫困户脱贫、所有贫困人口同步进入小康。截止到目前，

全镇减贫规模由 2015 年的 34 户 122 人到 2016 年的 160 户 512 人。脱贫工作中这一骄人的成绩是在丁香镇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下取得的，他们始终将脱贫攻坚作为“一号民生工程来抓”，在脱贫攻坚道路上主要是采取以下做法。

1.1 因地制宜，产业扶持

丁香镇组织基层领导、干部及扶贫小组展开贫困调查，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因地制宜扶持产业发展；开发新动能，稳

步实施光伏发电工作；依托自然环境，打造农耕文化摄影，发展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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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共安排产业扶贫资金 97.7 万，通过贫困家庭申请，对家庭收入中可量化和不可量化的财产进行系统的统计，经过

各村村民代表会议投票选出贫困家庭共 735 户 2367 人对其进行产业扶持。丁香镇位于安徽省南部丘陵地带，自然条件利于茶

叶的生长，当地许多农户种植茶作物，依据当地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发展新型茶园和改造茶园 108.17hm
2
，涉及贫困户 394 户

1206 人。此外，对于养殖业的发展，帮扶贫困户增养猪、牛等 295 头，鸡 7000 只，扩大水产养殖面积 0.05hm
2
共涉及 126 户

贫困户 397 人。丁香镇杉木林、毛竹、油茶等均为当地特色资源，其中发展林果产业共计 97.03hm
2
，帮扶了贫困户 215 户 773 人。

第一批到户项目涉及 413 户 1497 人，补助资金 54.8 万元已于 8 月份验收发放到户，第二批资金涉及 284 户 824 人，补助资

金 37.8 万元于 11 月 19 日发放到户。第三批补助资金 5.1 万元涉及 38 户 46 人已于 12 月 19 日发放到户，通过产业到户项

目的实施，贫困户每年户均将增收 2500 元。

1.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脱贫环境

帮助完善贫困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村生活水平，通过危房改造和扶贫搬迁改善居住条件。

截止目前共投入项目资金 2000 余万元用于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实施道路硬化 12.5km，解决饮水困难群众

1000 余人，修复加固塥堰 5 座，山塘清淤整治 6 口，沟渠硬化 2 万 m 等。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提升了产业发展能力，

增加了增收渠道，实现部分贫困户通过在无性系茶叶、食用菌、大棚蔬菜种植等方面脱贫增收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农田整治

水利兴修，为机械化生产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极大的解放了劳动力，开拓了村民通过务工和养殖等增收致富的渠道。通过集中

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的方式，实施下山扶贫措施，提高农户居住条件，改善脱贫环境。在镇区实施集中或分散安置，积极动

员和引导高山边远的农户搬迁下来，规划 2016 至 2018 年丁香镇共搬迁 52 户 173 人，截止到 2016 年度 16 户 65 人已全部完

成分散安置。

1.3 加大教育扶贫力度，金融扶贫逐步开展

开展“雨露计划”对因学致贫的家庭给予教育资助、发放助学补贴、办理助学贷款等方式使其脱贫 ，逐步开展金融扶贫，

争取资金支持。

一些家庭由于家里子女上学，每年学费和生活费将近两万元的支出，加大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出现了短暂性的支出贫困，

该地方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些农户的压力。经过户申请、村上报，县镇扶贫办审核，层层筛选出 27 名高校学历学生、

25 名职业高等学历学生和 14 名职业中等学历学生进行 2016 年“雨露计划”补助，补助资金已于 12 月 9 日发放完毕，累计

发放补助资金 19.8 万元。通过 “雨露计划”的实施，有效减轻了丁香镇 65 户（其中有一户贫困户有两名在校本科生）因学

致贫贫困户的经济压力，推进技能脱贫培训。为争取资金支持，以镇政府为主导，向全镇贫困户进行小额贷款政策的宣传、摸

底，依据贫困户的贷款偿还能力，给予相应的贷款金额，目前已经实现全镇 739 户贫困户的授信评级，最终授信 176 户贫困户

小额贷款。

1.4 开展社会扶贫，落实结对帮扶

积极推进“千企帮千村”工程。加强与合肥石台商会、福建池州商会、日新茶叶、牯牛降竹炭公司对接力度，与丁香 4 个

贫困村签订帮扶协议，内容包括给贫困户介绍务工渠道、对贫困户进行慰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等帮扶项目。将 10 月 17 日

定为扶贫日，积极开展扶贫日宣传活动，镇村所有帮扶责任人，在扶贫日当天，全部到联系户家中，深入开展扶贫帮困活动，

增强扶贫脱贫意识，激发脱贫动力。

2 脱贫攻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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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脱贫取得了成绩，但是由于扶贫工作启动时间较短，在扶贫过程中仍然存在新的问题。

2.1 金融扶贫机制不灵活，财政资金压力大

金融贷款是弥补财政扶贫资金缺口的重要方式和保障扶贫体制有效运行的重要工具，目前金融扶贫力度小、机制不灵活、

扶贫方式单一以及农户对贷款传统认识没有打破等问题是金融扶贫实践过程中的瓶颈。

财政扶贫投入压力过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资金投入中用于发展产业项目的比重过大。2016 年丁香镇共安排

扶贫资金 131.6 万元，其中用于发展产业的资金高达 97.7 万元，占总投入的 74%，使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异地搬迁规划资金

紧张。二是产业到户资金扶持力度小。丁香镇经过评议程序公示的贫困家庭共有 735 户，涉及贫困人口 2367 人，分三批对每

户进行补助，资金具体安排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 1，以发展养殖业为例进行计算，该镇在 2016 年度共养猪 1455.5 头，涉及贫困户 215 户 773 人。一户按照发展

50 头猪来算，农户需要一次性投入五千多元（不包含人工费和一些原材料），对于贫困户来说一次性投入资本太高而补助资金

过少，使得产业发展到户实施困难，抑制了贫困户的积极性。

2.2 产业扶持实际效果有限

产业扶持过程中对于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根据自身情况承接项目，政府进行相应的补贴。项目落实到户后，由于贫困

农户缺乏科学管理水平，秉着产量靠天收的传统小农观念，产业扶持效果不大。其次，发展项目是有风险的，贫困户抗风险能

力弱，如若没有企业和大户牵头试点，产业扶持效益低下短期内见不到实际成效，最终导致精准扶贫产业开发的实际效果有限。

2.3 自身弱势制约脱贫

整体与部分是辩证统一的，整体离不开个体，但也不是个体的简单叠加，二者相互联系贯通。在调研中发现，扶贫过程中

大部分是由于贫困人口自身弱势阻碍了脱贫进度，贫困村的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信息能力接受弱、存在严重的健康隐患，疾病

往往能够摧毁一个家庭，因病致贫成为了贫困人口脱贫工作中的主要矛盾。

3 创新脱贫攻坚模式

通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政府社会结对帮扶等展开一系列的扶贫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脱贫工作的开展，

脱贫攻坚任务也越来越艰巨，要带动贫困人口有效持久脱贫，必须创新扶贫模式，走出一条“新路”。

3.1 互联网+ 集体经济+ 企业+ 贫困户模式



4

创新产业扶贫，提升效能，利用互联网技术开设网上帮扶课堂，联合村集体经济+ 企业+ 贫困户模式，针对有能力承接产

业项目的困难户进行网上指导，专家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产量低、质量差、销售不具竞争力、获利小等问题提出科学先

进的解决措施，让农户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农业生产。同时，组织好帮扶对接工作，将产业发展活跃地区的生产经验录制成视

频，发送到村民手机上，以供他们学习经验，调动生产积极性。再者，注重开发闲置的劳动力，对于部分弱势群体，如：看管

孩子的农村妇女，可以通过手工业视频教会她们学会刺绣等一些简单具有地方特色的作业操作，将他们的产品通过网络平台出

售，增加收入，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加强农户科学管理生产知识培训，提高农户的农业生产率，将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公司进行运作，提高市场竞争力。针对产

业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风险而导致的损失，由集体经济承担，真正打好脱贫攻坚战。

3.2 智力团队模式

为克服贫困人口自身弱势，真正打赢脱贫攻坚战，政府通过组建智力扶贫团队，建立起一套从生产、技术、管理到营销的

完整机制。整个团队进行科学规划，利用专业技术知识打造脱贫路径。一方面，当地政府为了吸引高文化素质的人才到贫困地

区工作，必须要根据基层实际需求转变政府职能、购买服务、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另一方面，当地

农户可以在智力扶贫团队的带领下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亦或是将土地租赁出去，并从中获得相应的租金（见图 1）。

3.3 家庭医生签约+ 医疗联合体模式

要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户尽快脱贫，必须创新机制，为贫困农户织出一张健康保护网，通过新农合（有条件的地

区已经实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民政救助、政府兜底等构建多种制度相互衔接的医疗保险体系，降低贫困人口就医负担，实

现健康扶贫。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贫困人口不生病，少生病，为当地所有贫困人口，为每个村配备医疗直通车，为当地

贫困人口做健康检查和随访。依托“医联体”推行“基层首诊、双向会诊、分级诊疗”，更加有效地实施医疗精准扶贫。

采用家庭医生签约+ 医疗联合体模式，对于因病致贫的人口，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可以及时发现病情并治疗，加强预防效果，

减轻病人住院治疗的概率。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精准医疗救助对象，享受医疗联动结合体的服务，由市三级医院联动县、乡镇

医疗机构和服务中心，组织医生对当地贫困人口进行诊断，高效率的解决看病问题。从而有效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加大对贫困农户的帮扶力度，缓解困难家庭的就医负担。

3.4 金融创新+ 农业保险模式

传统的金融贷款理念是借和贷都由自己承担，通过创新金融手段，与企业合作生产，由政府进行担保，扶贫资金偿还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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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贷款利息，公司偿还本金。

金融机构借款解决了农户在生产资金上的困难，但是却忽视了农业生产保障问题，农业保险作为对农业生产的保障，应该

与金融借款机制相配套实施。农业保险是专门为农业生产服务，针对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或者疾病

等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农业保险用来防范风险，补偿农业损

失，灾后快速恢复生产力，保障农民收入，降低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风险。

农业保险最低买三年，借贷发展产业的贫困户可以享受一年的免费参保，剩下的参保费用由个人和财政补助按比例来支付。

对于三年内没有因发生以上灾害而获得保险赔偿的贫困户，金融机构将个人缴纳的保险金额按照相应的计发办法返还到个人账

户，或是折成投保金额，进行下一轮农业保险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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