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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县精准脱贫培训的经验与启示

安治民

为进一步解决基层干部扶贫政策不清楚、工作思路不明确、扶贫措施不精准，群众缺乏主观能动性、能力不足、技能不强

等问题，石阡县委、县政府依托党校培训主阵地，整合扶贫、人社、职校等部门资源，以“精神脱贫”为切入点，于 2017 年 2

月在县委党校挂牌成立了“石阡县精准脱贫培训学校”。学校以“三扶”（扶志、扶智、扶技）为导向，围绕思想教育、理论

宣讲、技能提升三大内容板块，通过集中培训、精准送学、县外提升和就业扶持等方式，实现了教育培训“四个全覆盖”。

今年以来，石阡县精准脱贫培训学校共举办县级集中培训班 2期，8个班次，培训 520余人，引导非公企业为贫困群众提供

就业岗位 86个。全面提升了石阡县干部群众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干事创业能力。

一、石阡县精准脱贫培训的主要内容

（一）扶志：变被动为主动

一是拓展课程内容。增加思想政治教育与励志、感恩教育课程。通过课程内容的拓展，使培训人员理解党的政策更加透彻，

感党爱党更加深刻。这些教育课程改变了贫困群众的精神状态，振奋了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了其脱贫致富的

理想和目标，引导贫困户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调动了脱贫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精准脱贫学校

结合“黄大发”“肖飞”等人的先进事迹，开设道德课程，潜移默化地形塑群众的感恩意识，使群众“吃水不忘打井人”，对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干部队伍的倾心帮扶，企业、产业大户的带头引领，知恩感恩，坚定跟着共产党走脱贫致富之路。

二是丰富教学形式。在坪山、枫香、大沙坝、龙井、石固等乡镇，通过院坝会、堂屋会、田埂会等形式，深入田间地头，

在屋前堂后、乡间坝上进行精神扶贫教学，使县、乡（镇）、村干部真正融入群众，把“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脱贫信念真

正播种到贫困群众的心中，帮助其树立正确脱贫观念，铆足精气神、撸起袖子干、立志拔穷根！

三是分校下乡。在各乡镇（街道）挂牌成立精准脱贫培训学校分校，整合远程教育资源，重点针对农村致富带头人、贫困

群众产业发展需求，开展“菜单式”“点题式”上门教学。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一对一融进去，真正

走进他们内心，准确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把脉问诊、对症下药，改变部分群众“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坚持“立足需求、

师资下沉、服务群众”的原则，通过各乡镇（街道）上报培训需求，精准组织师资上门授课，实现心贴心服务，真正为贫困户

排忧解难，也把志气、信心送到农户心坎上。

（二）扶智：变“苦力”为“智力”

一是集中培训。精准脱贫学校积极探索实施村干部素质提升工程，通过铜仁职院、铜仁电大等机构对部分 45周岁以下村干

部进行学历提升教育。目前已经组织 45 岁以下的村干部共计 56 人次接受了学历提升培训，预计年底共 600 人次可参加培训。

培训在增强村干部学历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自主创业能力和自我创新意识，使他们能够充分运用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发挥

好资源优势，用活中央、省、市惠民政策，实现科学脱贫。

二是开设精准扶贫专题研讨班。通过邀请县内外专家、学者、领导、致富带头人做专题辅导，对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易

地扶贫搬迁、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等进行专题培训。在专题教学的基础上，还组织学员到各乡镇开展现场教学。在专题教学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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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教学之余还安排了分组讨论，学员们针对学习专题积极发言，根据工作实际情况查找差距和不足，提出推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通过专题研讨，扶贫干部对精准扶贫、脱贫工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有效提高了精准施策、精准推进、精准落地的专业化能

力，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办法，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能力支持。

三是县外提升。积极协调新华社、苏州相城区、省农科院、贵师大、铜仁学院等帮扶单位资源，有计划地选派部分脱贫攻

坚包干工作负责人及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外出培训。通过让扶贫干部参观脱贫致富典型、脱贫致富产业、脱贫致富路径，增

强他们脱贫致富的紧迫感，学习脱贫致富先进经验。精准脱贫学校先后组织各乡镇（街道）党政正职、县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到省外高端培训机构学习 56人次。建立健全校地合作机制，依托贵州正大职院、铜仁职院等县外培训机构，整合部门培训资源，

定期精准选派部分贫困群众和农村致富带头人到县外培训机构开展素质教育培训，全年选派到县外培训不少于 10 期,培训不少

于 600人。

（三）扶技：变授“鱼”为授“渔”

一是抓好技术培训。根据不同对象，开出不同培训菜单。目前，已举办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培训 2 期，开设烹饪、汽车驾

驶、酒店服务、电工、养蜂等 8 个班次，培训贫困户 395 人。举办的劳动技能培训专业都是紧扣市场需求，就业较为容易的行

业。通过培训，学员们都更加明晰了肩上承担的社会责任，认真学习掌握真本领，为今后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

县委统战部、工商联等部门积极牵线搭桥，动员组织实力雄厚的非公企业为培训合格的学员提供就业岗位，解决了学员的后顾

之忧。各乡镇（街道）成立的精准脱贫培训分校同样根据培训需求，分门别类提供“菜单式”培训，使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中

18至 50周岁的劳动力都能有稳定旳脱贫门路。今年以来，坪山、枫香、大沙坝、龙井、石固等乡镇（街道）分校开班培训 600

余人次。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茶叶、果蔬、中药材栽培管理培训，畜禽养殖等农牧业产业技术集中轮训，确保培训有干货，群众

全覆盖，效益能凸显。

二是积极发挥各类组织的技术指导作用。精准脱贫培训学校联合贵州建工集团培训中心，县职校，县内各驾校、酒店及宾

馆,龙头企业等，挂牌成立了脱贫攻坚“定点培训机构”“创业就业实践基地”，通过开设电工电焊、建筑施工、驾驶技能、茶

叶加工等专题班次，提高学员的脱贫技能。

二、石阡县精准脱贫培训的主要成效

（一）帮助贫困群众树立了自力更生的脱贫观念

通过多种办学形式使贫困群众对党的政策理解更加透彻，感党爱党更加深刻。特别是分校办得比较好的坪山、枫香、大沙

坝、龙井、石固等乡镇，通过屋前堂后、乡间坝上的精神扶贫教学，把勤劳脱贫的信念真正传递到贫困群众的心中。使当地群

众感恩党的惠农政策，坚定跟着共产党走脱贫致富之路。

（二）以各种形式的培训助力脱贫攻坚

首先，精准脱贫培训学校选派部分贫困群众和农村致富带头人到县外培训机构开展素质教育培训；其次，精准脱贫培训学

校以精准扶贫专题研讨班的形式对扶贫干部进行专题辅导；再次，精准脱贫培训学校先后组织各乡镇（街道）党政正职、县直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省外高端培训机构学习。

（三）帮助贫困户积极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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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脱贫培训学校根据不同的扶贫对象，开出了不同的培训菜单。目前，已举办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培训 2期，开设烹饪、

汽车驾驶、酒店服务、电工、养蜂等 8个班次。各乡镇（街道）成立的精准脱贫培训分校同样根据培训需求，分门别类提供“菜

单式”培训，使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中 18 至 50 周岁的劳动力都能有稳定的脱贫门路。截至目前，参加过培训班的学员有 400

多人都学成了一门谋生技艺，其中 100余人走上就业岗位或自主创业。

三、启示建议

（一）扶贫首先要扶志

没有坚定的信仰、信念，就会得“软骨病”，再好的政策也不能发挥其作用。精神扶贫是物质扶贫的基础，离开了精神扶

贫的物质扶贫是输血式扶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要经常上党课，把党课入脑入心，时时与党

中央看齐；对于人民群众，要通过党性教育、感恩教育、法治教育、技能培训和业务提升，更加透彻地理解党的政策，更加深

刻地感党爱党。

（二）扶贫需要智力支撑

俗话说“人穷穷一时，智穷穷一世”，没有智力支持，个人就难以改变贫穷命运。对于地方来说，劳动力素质如何对经济

发展、脱贫攻坚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扶智”就是扶知识、扶思路，帮助和指导贫困群众着力提升脱贫致富的综合素质。石

阡县成立精准脱贫学校，对贫困村干部、贫困群众进行素质提升培训，是县委、县政府着眼长远的战略。通过加大培训力度，

加快把扶贫对象、国家干部从“苦力”型向“智力”型转变，就是要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智力支撑、奠定人才基础，从根本上

让群众摆脱贫困。

（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石阡县开办精准扶贫培训学校，就是要让全县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多掌握一门劳动技能，多积累一点科学知识。根据

个人喜好和自身劳动力特点，农民自主选择培训内容，参加不同培训班，提升各自劳动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精准脱贫学校变

授“鱼”为授“渔”，让贫困群众由一名普通劳动者转变成一名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