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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灵璧县脱贫攻坚工作探讨1

李思奇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91）

【摘 要】：现阶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而最艰巨的任务则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安徽省灵璧县的

脱贫攻坚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如企业带贫、产业扶贫和直接发放补助为主要方式的政府帮扶等等，即有“输血

式”脱贫与“造血式”脱贫这两种脱贫模式。但是，扶贫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扶贫措施成效较差、精准

扶贫力度不够、贫困老人生活保障难以维持、贫困农户不愿脱贫等。鉴于此，分析安徽省灵璧县脱贫攻坚工作的现

状以及不足之处，并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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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

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总书记在 2015 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

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一庄严承诺拉开了我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役。

现阶段已经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脱贫攻坚的冲刺期，灵璧县的脱贫攻坚工作形势严峻。本文将通过研究分析灵

璧县的脱贫措施与扶贫机制、制定和完成的目标，为其实现经济循环长效发展、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转变、建立长效稳定的扶

贫机制提供参考建议。

2、现有的扶贫措施以及取得的成就

2007 年年底，灵璧县的贫困户为 22542 户、贫困人口为 76291 人；至 2017 年年末，全县的贫困数据为 11156 户 27954 人

（数据来源：灵璧县扶贫局信息公开网站，下同）。可以看出，十年的扶贫工作已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灵璧县主要通过

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2.1企业带贫

温氏养猪、荷金来农业科技、兴程鸭业等一系列符合本地发展模式的企业以共享牧场或农场的模式建立带贫机制。鼓励贫

困户将除民生扶贫资金以外的扶贫资金投资到企业里，量化折股，以“投资入股保底利息+股权红利分红+N”的方式获取收益。

这种带贫机制帮助贫困户省去了建牧舍、买饲料等开支，又避免了养殖风险，贫困户每年净得分红，实现稳定增收。同时这些

企业招工时优先从入股贫困户中招工，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其进行种养业技术培训，保证尚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依靠自身走

向脱贫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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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的企业外，还有村中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等，将各个贫困村以经营主体的方式建立连接关系，进行全县联合发

展。目前全县的 73 个贫困村均有种养业新型经营主体联结发展，完成种养业技术培训 2000 人次以上，带动有劳动能力贫困户

6046户。

2.2产业扶贫

灵璧县现有的产业扶贫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旅游文化带贫；二是光伏农场带贫；三是大棚果蔬带贫。

旅游文化带贫主要是利用灵璧县内丰富的文化资源，如具有楚汉文化底蕴的虞姬文化园以及灵璧奇石、钟馗画等，实施“A

级景区+贫困村”的旅游扶贫模式。农家乐、休闲农业观光、文化旅游等经营户可以为贫困群众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每年吸引

的近 10 万人次游客带动 1841 人长效脱贫；光伏农场带贫主要是通过将流转土地建成光伏农田，让贫困群众以劳动参与、土地

人股等形式获得收入。目前全县已建成 11 个光伏电站，共计 36.5MW。预计每年每户增加收入 3000 元。大鹏果蔬带贫主要是通

过政府出资建设大棚，由贫困群众承包到户，种植果蔬获取收益。

2.3政府帮扶

政府“输血式”的脱贫措施主要有建设基础设施，即畅通农村道路、扩建农村饮水工程、实现宽带光纤全覆盖等改善村民

生活质量等；社会兜底保障，即实现低保线和扶贫线两线合一、进行危房改造等；医疗健康保障，即实现全县各类“新农合”

定点医院“一站式”即时结算 100%覆盖；教育资助，即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从幼儿园到研究生、从中职到高职全面落实

雨露计划。

通过政府帮扶，可以有效地解决“造血式”扶贫模式无法解决的贫困问题，提高贫困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质量。目前，全

县农村已畅通道路 527 公里，超额 25.9%；饮水工程投资 9321.31 万元，解决 13384名贫困人口饮水问题；危房改造 4748户；

贫困人口累计医疗补助 307151人次，总费用 1.4645亿元；已发放教育补助 15678人、1424.2825万元。

3、现有扶贫措施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

3.1现有扶贫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1医疗体系尚不完善及对策

首先，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等贫困群众脱贫问题尚没有长效的解决措施，即社保兜底脱贫工程以及健康脱贫工

程尚不完善，推进并不全面。由于县内医疗水平有限，大病难治，只能向外求医，但是外地农合报销不够及时，不能满足即时

结算的需求，这导致了普通群众还面临着大病致贫、贫困群众面临难以脱贫的困扰。还有一些留守老人，身边缺乏子女的照料，

常常导致慢性疾病延误病情，造成更为严重的病情。

针对此问题，应该改革完善农村医疗体制，推广即时报销覆盖面即简化报销手续等。即应该积极与外省建立医保联网，提

高外省报销比例，尽可能达到周围省份医院可以实时报销费用，解决看病难问题；此外，聘请贫困户，培训使其成为护工，由

留守老人的子女发放工资，政府给与一定比例的补贴，由他们照料农村的留守老人。这既为贫困群众提供了就业机会，又为外

出打工子女解决了后顾之忧，同时也解决了留守老人无人看照的问题。

3.1.2光伏、大棚等产业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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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然县内多村均有光伏、大棚等产业，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全县的贫困村在地理分布上存在区域性和分散零

星的问题，这使得光伏电站的建站相对分散，发电量少，后期维护难度较大。大棚产业扶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大棚前

期投入较高导致承包到户的价格有些贫困群众难以接受；夏日大棚温度过高，身体素质较弱的贫困群众无法在大棚中工作；更

为严重的是，由于灵璧县主要为农业经济，每家每户对果蔬基本都自给自足，需求较少，因此果蔬很难在近处进行销售，贫困

群众的收益无法保障。

对于当前灵璧县产业扶贫面临的困境，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光伏电站和农业大棚可以结合建造，即将光伏合理布局，

满足一定的透光率，满足绝大多数作物的光照要求。这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其次，秉持长期回收

政府投入成本理念，降低承包价格，同时，可以安排不能适用大棚工作环境的贫困群众从事果树、种子的购买，以及成熟果蔬

的宣传、运输工作。另外，因为果蔬的保鲜期较短，应该注意先前往目标市场寻找买家，谈好并签订合同，再将果蔬运至，避

免因保鲜问题导致买家坐地降价问题。最后，可以引进食品加工企业，对果蔬进行深加工。一来可以为当地带来更多的工作岗

位，二来可以大大提高产品的保质期以及带来更高的利润。

3.1.3扶贫造成的不公平问题及对策

灵璧县在浩浩荡荡的扶贫之路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村新的不公平，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首先，在扶贫过程中造成

了村与村、户与户之间 f生了新的“贫富不均”现象。目前，县内的产业扶贫&策、金融扶贫政策、主要集中在贫困村，造成了

非贫困村主要依靠传统农业、发展缓慢，而贫困村却依靠各种产业及其他优惠政策迅速富起来；其次，农村老人争当贫困户。

目前，有些贫困村的部分老人为给子女减轻抚养负担，或者有些村民羡慕贫困户享受的福利待遇，千方百计地要当贫困户；最

后，一些群众已经达到脱贫的标准，但是不愿“摘帽”，想方设法地想要不劳而获，接受政府的财政补贴。

针对以上问题，灵璧县今后在出台扶贫政策的时候，应尽量模糊贫困村和非贫困村的概念，尽量多出台普惠性的扶贫政策。

对于争当贫困户的群众进行实地考察，对于不符合贫困标准的，应予坚决的拒绝与批评。对于不愿“摘帽”的贫困户，可观察

一段时间，确定没有返贫现象后，应予强制“摘帽”。

3.2扶贫模式的创新

各种扶贫措施实施的前提必须是根据本地实际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注重发展循环经济。首先，灵璧县在发展经济的过

程中应当注重生态文明：合理使用农药及化肥，降低对环境及作物的污染，也降低生产成本；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及时回收

可循环利用的垃圾，避免污染，提高其经济利用价值；严禁秸秆燃烧，将秸秆加工为饲料饲养牧畜或者加工为肥料施肥与农田，

变废为宝。其次，灵璧县不应一味靠政府出资，应组织群众探索 PPP 模式的循环经济扶贫模式，即让社会的力量参与到扶贫的

工作中来。最后，应该加大教育投入。在注重农民下一代的教育投入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当代农民的教育培训。可以通过举办

本县特色的文化活动或者免费开设夜间培训班、农闲培训会，使得农民可以在空闲时提升自身素质，以此长效带动经济循环发

展。

4、展望未来

“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灵璧县在未来两年里应该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

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重大决策部署，主攻短板、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合力攻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确保如期全面

实现“户脱贫、村出列、县摘帽”的目标，不给全面小康的建设拖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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