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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贫困乡村精准脱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以四川泸州古蔺县桂花乡田坝村为例
1

唐家州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四川 泸州 646000）

【摘 要】：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全

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现实需要。十三五以来，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而西部

贫困地区仍然是这场攻坚战的主体。笔者在西部贫困地区参与了几年的脱贫工作，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和归纳，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期对构建精准扶贫机制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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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以极大的民族自信、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极强的政治勇气向世人庄严宣告：“要动员全党全国

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 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确保十三五末“脱真贫、真脱贫”的重点和难点在

西部贫困地区。四川泸州古蔺县桂花乡田坝村就是这样的一个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的几年间，党和政府给这个贫

困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这里的精准脱贫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毋庸置疑，当前这里

的扶贫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只有勇于面对、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建议，

为当地完全扶贫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保障。

1、古蔺县桂花香田坝村基本情况

四川省古蔺县桂花香田坝村风景优美，组织建设完备，民风淳朴，资源丰富。但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和历史因素的影响，

本地区贫困面大、贫困度深也是不容否定的客观现实。基本情况如下：

田坝村概况：田坝村面积 17km
2
，位于桂花乡西部，距古蔺县城 35km

2
，距乡政府所在地 2km，与 4A级黄荆老林景区和叙永

县水尾画稿溪毗邻。全村下辖 6个村民小组，共有 520户人家、1956人，其中劳动力 805人；该村现有耕地面积约 213.33hm
2
，

其中大多为旱地，约为 142.67hm
2
，剩下的为水田，约 70.67hm

2
；还有河滩地约 20hm

2
。

村级组织建设：在组织建设方面，田坝村严格按照党政领域相关政策的规定，配齐相应的党政干部。全村现有支部书记 1

名，主任 1 名，副主任、监委会主任、民兵连长和妇女主任各 1 名，村民小组长 6 名。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这里又多了 3

个驻村帮扶部门即四川省地方志办公室、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和古蔺县教育局，具体为驻村第一书记 1名，驻村工作组成员 5名。

目前，该村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村委换届正在如期推进，党群服务中心阵地也在加快推进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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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风民俗情况：总体上讲，田坝村自然风光优美，村容村貌整洁，邻里关系和睦，群众环境卫生意识较强。但从 6 个小组

比较来看，1、2、3、5、6组村风相对更为淳朴，4组因宗族和历史遗留问题，矛盾相对较多。通过开展“四好”新村创建、模

范之家评选、“八倡导八革除”教育等活动，全村涌现出了环境卫生、和谐家庭、勤劳致富、遵纪守法等家庭模范 20户，村民

自觉遵守村规民约，村内大操大办陋习得到遏制。据统计，2016年春节至今，全村户均减少升学酒、乔迁宴等随礼费用 5000元

以上，村内文明风尚正在加快形成。

优势资源和产业：（1）竹林资源：田坝村现有竹林 133.33hm
2
,竹类品种齐全，一年四季均产鲜笋，同时具有发展林下鸡、

中药材等林下种养殖产业的巨大空间，目前由于交通条件限制，还未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2）旅游资源：一是得天独厚的旅

游资源。田坝村现有 40 余 hm
2
“水田坝子”，适合发展生态旅游观光农业；二是世所罕见的恐龙化石。田坝村村内存有恐龙足

迹和梭椤峡谷等资源，可重点培育打造旅游服务产业。（3）野菜资源：经有关单位多次调研普查，全村共 100多种野菜蔬果可

食用，而适合规模化移植采摘的就有 30余种。（4）其他资源：新发展烤烟基地 13.33hm
2
，新建兰花岭专合社 1个、养猪基地 2

个、蛙田农场 1个、养鸡基地 2个、养羊基地 1个、甜神种植基地 1个、山药种植基地 1个。

贫困程度情况：由于田坝村地处 600～1600m海拔的半高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民众思想观念相对守旧、生产方式单

一落后、科技应用少、农产品附加值低，因此全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按省扶贫标准识别（2013年人均纯收入 2736元以下），

2014年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122户、445人，当年脱贫 24户、100人。现有贫困户 98户、345人。其中因大病、重病致贫的有

22户、74人；因残、年老而缺少劳力致贫的 26户、86人；因地区条件限制而致贫的有巧户、95人；因学等其他原因致贫的有

25户、90人。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总体上看，全村土地资源丰富，但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较

低，病残人口多，缺资金、缺技术，致富门路少是主要致贫原因。

2、田坝村精准脱贫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十三五”以来，按照中央、省、市相关政策和文件要求，四川省古蔺县桂花乡田坝村正在全力、有序推进当地的扶贫工

作，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正在迈向小康的大道上。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该村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异地搬迁和宣传教

育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2.1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像田坝村这样的贫困乡村多在深山、库区一线，群众居住分散，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用电质量不

高，基本公共服务不够到位，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上学难、就医难、居住条件差等问题比较突

出。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田坝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显滞后，如村小学教学设备差、师资力量弱；部分村落只是把自来水安装

到了村上，却未能安装到户；交通不便，道路坡陡弯急，硬化道路还没有完全通到每家每户；另外村卫生室各乡村也参差不齐，

有的乡村较好，而有的村则相对较差，医疗设施不齐，遇到很多病必须要转移到乡镇卫生所；部分乡村的广播电视光纤和网络

光纤也需要进一步建设等等。

2.2产业发展覆盖面相对不足

由于田坝村地处贫困山区，交通不便，工业设施建设基本为零。一方面招商引资难以实现，虽然各级政府都在积极想办法，

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建立起了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抱团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的来说覆盖面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非

贫困户同样希望得到覆盖共同发展，但又为找不到合适的产业而发愁。同时集体经济收入较为单一，即使部分乡镇建设有集体

经济，比如大棚蔬菜种植、烤烟种植等等，但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管理人员，也导致出现产品销路欠

佳、难以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链现象。村集体经济增收壮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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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易地扶贫搬迁不利于从根源上脱贫

集中安置的易地扶贫搬迁点重点考虑的是贫困户住房安全问题，但对脱贫持续发展欠缺长远考虑，缺少配套产业带动，聚

居点的贫困群众脱贫增收仍然靠传统种养殖产业为主。再加上聚居点暂未修建畜禽养殖场所,搬迁贫困户喂养的牛、猪、鸡、鸭

等畜禽一般都还喂养在老住所圈舍内或者寄养在亲人家里，不但每天往返喂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也给新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不

便。

2.4宣传教育工作还有待提高

对贫困户的教育引导不够，不少贫困户难以改变旧的生活习惯，杂物乱堆乱放，卫生习惯较差，有的贫困户“等靠要”依

赖思想较为严重，坐等钱、等扶持，这就为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四好”新村建设增加了一

定的难度。对非贫困户的宣传解释工作同样不够深入，虽然群众对已评上贫困户的人员认可度较高，但非贫困户对脱贫攻坚工

作的满意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多次“回头看”的过程中被清理出贫困户的群众意见较大。

3、田坝村精准脱贫的对策与建议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如何兑

现这一承诺呢？针对笔者在田坝村扶贫工作中发现和总结的上述问题，我们遵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按照“摸清底数、区分类型、找准问题、分类施策”的思路，坚持治标与治本结合、“输血”与“造血”

并举，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3.1注重精准施策

“精准”是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核心和关键，脱贫攻坚必须要在“精准”上下足功夫，只有找准“靶心”，才能让帮扶之

“箭”射中要害。要严格按照省、市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暨信息动态管理程序，切实做到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登记造册、精准

建档立卡、精准动态管理。同时，结合前期多次摸底调研，逐户分析致贫原因，因户施策、因人施策，为每一个贫困户量身定

制脱贫方案，帮助他们选好致富项目，确保项目规划到户、到人，实现全覆盖。

3.2强化产业带动

发展产业是贫困户脱贫的关键抓手和载体，也是提升群众“造血”能力的最好办法。要切实采取“因地制宜、因户制宜”

的方法，按照“村有主导产业、户有种养场地、人有脱贫门路”的思路来进行谋划，通过上下联动招商引资、依靠龙头企业带

动等方式帮助农民增产增收。积极发展集体经济，贫困村通过资产利用（租赁闲置资产）、资源开发（土地收益作为收入）、

集体经营（以合作社经营部分收益作为集体收入）、服务收益(为村内企业提供服务，把服务收益作为集体收入）、入股分红(引

进龙头企业带动群众发展长效产业，村集体以政府资金入股分红）等方式增加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

3.3严格对标补短

对照脱贫标准，严格对标补短，确保完成攻坚任务。对已脱贫户，要加强“回头帮”，确保不返贫、不“被脱贫”，要在

住房、教育、医疗、收入等方面，对照今年标准，落实对标补短措施。对非贫困户中困难群众，要认真摸底排查，建立问题台

账，通过落实各项民生工程，解决其发展困难。严格按照贫困村、贫困户退出标准和程序，按照对标补短原则，进一步细化帮

扶措施，加大帮扶力度，千方百计让贫困户增收，并统筹解决好贫困群众的住房建设、教育扶持、医疗救助等老百姓最关心关

切的问题，统筹解决好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卫生、通信等公共服务，确保脱贫成效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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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加强教育引导

加强脱贫攻坚政策的宣传引导，让贫困户知道自已所享受的各种政策，有更多获得感；让非贫困户感受到脱贫攻坚工作带

来的发展变化，争取非贫困户理解支持，有更大的认同感。指导开展“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等精神文明建设主题活动；

倡导构建“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四好”美丽新村等相关活动为载体，以农民夜校为阵地，

以帮扶干部为纽带，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进一步落实村规民约，积极倡导文明礼仪、遵守秩序、爱护环境等良好社会风尚，强

化感恩教育，提升群众满意度。

3.5夯实保障扶贫

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统筹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教育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等各项救助制度；构筑

基本医保、大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大病救治等多道防线；健全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支持贫困户子女享受学前

教育、义务教育和就读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髙校，阻断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对遭遇突发事故、重大疾病的贫困家庭

或个人，通过发放临时救助金、生活必需品等方式，解决生活难题，编密织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安全网。

我们坚信，在乡村振兴战略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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