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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

何 欢，李 皎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为打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元阳县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总目标，按照“五个一批”和“六

个精准”的要求，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通过对元阳县扶贫工作的调研，分析了元阳县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并探讨了如何深入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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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阳县扶贫开发工作概况

1.1 发展产业，提升经济实力

在元阳县 2017 年扶贫开发工作中改变了传统发钱发物的输血扶贫模式，而是采取完善贫困户与市场主体利益联结的措施，

实施精准的“菜单式”产业帮扶模式，实施土地流转获租金、股份合作分股金、务工就业赚薪金、电商扶贫促增收五大措施，

多方位帮助元阳县培养产业经济，促进群众就业，提升增长收入带动力。

1.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民生事业发展

如今农业需求最急迫、农村覆盖面最大、农民受益最直接的项目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要狠抓交通基础设施、易地扶贫搬迁、

危房改造，给群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扶贫工作还聚焦在让群众“上得起学、看得起病”的重点任务上，从学习教育、

看病医保、社会救助三方面出发健全完善综合保障措施，减轻城乡困难居民家庭的经济负担。

1.3 转变传统观念，落实“四到县”制度

开展扶贫开发工作最重要一点就是要转变当地群众的传统观念，要革除陋习树新风，加强宣传，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帮助

群众树立“我要脱贫”的决心，干部和群众一起同心协力决战脱贫攻坚。同时，加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管理，在落实扶贫目标、

任务、资金、权责方面要深入“四到县”制度，切实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2、元阳县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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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热河谷具有独特的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却没有发展蔬菜基地和草果产业，打造高效特色绿色经济带；在工业方面发展

规模较小，没有发挥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不注重科研，科技含量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元阳县因其梯田特色，

吸引了不少人来当地旅游，但服务配套设施却不够完善，服务业发展缓慢，无法带动市场经济发展。

2.2 “五网”基础设施薄弱

元阳县是高原山地地形，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海拔差异明显，“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困难大，建设缓慢。在产业道路、

农田水利、生产用电方面“欠账”多，导致扶贫开发工作资金压力增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地发展。

2.3 农危房改造推进难

元阳县将“四类重点对象”放在危房改造优先位置，但这四类重点对象普遍经济非常困难，难以筹措资金，导致财政压力

大。除此之外还有“非四类重点对象”C、D级危房存量大，又不符合上级补助政策，实施改造非常困难。

2.4 教育事业发展滞后

当地地处偏僻，地形复杂，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原来教育基础差、底子薄。虽然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加大力度扶持教育，但

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校舍、体育场地和教育仪器等基础设施建设差，给学校开展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同时，“控綴保学”

政策成效低，很多家庭贫困程度很高，就算在政府补助的情况下也难以支撑孩子上学，仍然有很多家庭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放

弃上学。

2.5 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到目前全县仅有医生 285 名，医疗数量和服务人口比例需求、覆盖半径严重不足，一般要求每千服务人口配制至少一名医

生，按此要求元阳县还缺九十多名医生。同时，医疗设施简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不强，不能给当地群众足够的医

疗保障。

2.6 人才资源匮乏

由于元阳县教育发展缓慢，经济发展又比较低下，当地缺少高层次人才，又难以吸引干部人才和先进知识分子留下帮助发

展。同时大多数社会发展的“领头人”所受的教育又较低，没有足够的学识带领群众脱贫攻坚。

3、深入推进元阳县扶贫开发工作的对策

3.1 坚定不移推进脱贫攻坚，全面实现脱贫摘帽目标

首先要坚持脱贫攻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以“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深入实施《元阳县脱贫攻坚规划》，扎实

推进贫困村水、路、电、房等基本设施建设，实施产业扶贫、文化扶贫、信息扶贫、教育扶贫、卫计扶贫工程。其次，深入开

展“挂包帮”“转走访”活动，动员元阳县所有群众一起参与脱贫攻坚，整合涉农资金并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在整村整

乡推进产业培植、社会帮扶、异地搬迁等项目上的投入。最后，以“六个精准”为抓手，扶贫工作要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因村施策、因户施法，确保到 2019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2 加快“五网”建设，建立跨越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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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构建内畅外联的路网，建成南部交通枢纽，实施 16 项路网重点工程构建元蔓、元绿高速公路，推进晋思线改造工程。

同时实施城市公交站和南沙货运站工程，马堵山库区航运基础设施项目，促进水上运输业发展。加快铁路建设步伐，配合做好

沿边铁路前期工作，形成网络完善、运营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二是构建覆盖广的航空网。拓展国美省内航线，完善机场

配套设施，大力发展客运、货运、物流、机场购物、商务旅游等空港经济，形成快捷的航运网络体系。三是构建绿色安全的能

源保障网。要发展清洁能源，实施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项目，强化电力输送走廊建设，继续升级改造城乡电网。四是构建

可靠安全的水网，实施骨干水源工程，加快推进马龙河、牛倮、老菁等水源项目建设，形成安全可靠、均衡优质的水源保护利

用体系。五是构建共享高效的互联网。元阳县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实施“互联网+”三年行动计划，搭建电子商务、互联

网、大数据、物流、融资、中介相互关联紧密连接的六大平台，形成多媒体展示中心为一体的信息产业园。

3.3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产业融合发展格局

第一，加快特色农业发展。依托于红河流域先天的自然优势，搭建“互联网+农业”平台，建设一批优质红米生产、良种繁

殖、科技增粮的项目，推广稻鱼鸭综合种植模式，打造梯田红米、梯田鸭蛋等品牌，同时巩固提升甘蔗、香蕉等传统产业，加

快培育柠檬蓝莓等新兴产业。第二，加快新型工业发展。发展以甘蔗、木薯为主的糖酒业，以红米、柠檬为主的农副产业加工

业，提升非金属矿产品加工和新型建材产业。第三，加快旅游产业发展。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建设完善旅游集散中心，景

区停车场，旅游公厕等配套设施，深入发掘民族文化资源，重点打造长街宴、火把节、泼水节等特色文化节日品牌。依托“互

联网+旅游”的模式，完善相应的旅游管理体系，建立元阳县旅游综合服务平台，为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更加优质快捷的服务。

3.4 改善民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一是坚持教育优先均衡发展。根据不同学生群，发展多元学前教育，提高高中教育教学质量，重视职业教育，关注发展特

殊教育，要逐步免除教学学杂费，并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改善教育基础条件，加大投入改造薄弱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学

校。二是提升卫计健康服务水平。构建多元化医疗服务体系，加快三级医疗保健网建设，鼓励并引导社会办医，发展医疗健康

产业。搭建“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强化分级诊疗，加强市场监管，提供更便捷、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三是统筹文体事

业融合发展。全面实施文化建设六大工程，加大对农村文化的经济投入，可以建立一些公共体育场所、山地自行车训练地，游

泳馆等公共体育设施。实施“哈尼古歌”传承三年行动计划，引导人们传承优秀民族历史文化，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基地。

3.5 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绿色经济走廊

第一，全力保护哈尼梯田。元阳县应加大林业生态建设，实施退耕还草工程，修缮哈尼梯田核心灌渠，开展水土综合治理，

治理水土流失问题，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重金属污染治理等项目。同时还要全面实施生态县建设规划、哈尼梯田保护利用总体

规划和绿色元阳三年行动计划，加强哈尼梯田核心区和东西观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第二，提升城乡人居环境。

围绕“规划有序、干净卫生、乡风文明”的目标，加快处理乡镇污水、生活垃圾，加大建成区绿色覆盖率。

4、结 语

元阳县作为“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的国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县，在推进扶贫开发工作中，要抓住国家对贫困

地区的扶贫攻坚政策和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全力推进脱贫攻坚行动，抓实重点项目建设，加

快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全县人群决战脱贫，决胜小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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