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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加快结对帮扶特困村发展的思考

刘 颖

贵阳调查队于 2017年底对贵阳市开阳县、修文县、息烽县、清镇市 20个县市领导带队结对帮扶的 20个特别困难村进行了

调查，调查内容涉及特困村的基本情况、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政策扶持、基层党组织和党建帮扶开展等情况，

为有关部门科学决策和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一、特别困难村基本情况

（一）人口基本情况

贵阳市特困村总人口 44070 人，户均人口 3.55 人；总劳动力 21728 人，户均劳动力 1.75 人，其中外出务工劳动力 11177

人，占总劳动力的 51.4%。20个特困村中，领取低保户数 724户（占总户数的 5.83%）、领取低保人口数 1453人（占总人口的

3.3%），其中“两无户”（无力脱贫、无业可扶家庭）户数 429户，占领取低保户的 59.3%。

（二）产业发展情况

贵阳市特困村基本上以农业生产为主，生产技术落后，科技含量低，主要以种养殖业为主，村集体经济收入较低。2016 年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140.8万元，平均每个村约为 7.04万元。有产业的户数为 5386户（占总户数 43.4%），平均每个村 269.3户。

有 14个村有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共计 68个，参加合作社的户数 1952户（占总户数 15.7%）,其中困难户 595户。

（三）基础设施建设状况

贵阳市特困村已全部实现通公路，村寨串户路硬化率达 85.05%，道路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无住房或住危房的户数有 555户。

基本农田灌溉面积达 42.55%,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率达 84.4%，仍然有 11%户没有实现安全饮水。20个村全部通广播电视和宽

带。

（四）公共服务情况

贵阳市特困村中，18个村有文化室，13个村有农村留守儿童之家，但只有 1个村有敬老院。13个村有幼儿园、学前班且上

学较便利，4个村无幼儿园、学前班但入园（上学）较便利，另有 3个村入园（上学）不便。4个村有小学且上学较便利，9个

村无小学但上学较便利，另有 7个村上学不便。18个村有卫生站或卫生室且看病较便利，2个村不便利。

（五）基层党组织和党建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贵阳市特困村共有党员 872 人。村党组织书记或其他干部参加过素质能力培训、有党员活动室、有驻村“第一书记”或驻

村工作组、驻村干部帮助村里拟定发展思路、村里的所有困难户都有干部结对帮扶、正在积极推进农村“三变”（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的均达 100%。

二、特困村发展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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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环境的制约

特困村大多处于偏远边穷地区，距县城相对较远，由于自然条件、财政投入等原因，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一些特困村

由于交通不便、资源匮乏、自然灾害等影响，经济发展缓慢，收入偏低，贫困发生率比其他地区高。

（二）农村社会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是农业生产经营融资难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支持与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不相称。在对 20个特

困村调查中，导致本村贫困的主要原因（可多选）有 85%的选择缺发展资金。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发挥尚待提高。农户自我

发展能力不足，农户在技术、销售、互助等方面缺乏依托，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三）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滯后

一是农业科技贡献率偏低，科技推动力不强。20 个特困村大多是偏远地区，农民对生产的投入大部分仍然集中在土地与劳

动的投入，普遍采用的是一种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粗放经营方式。二是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部分特别困难村及乡的交通

等基础设施条件仍然较差，调研中了解到只有一半的村通客运车辆，给农村居民出行带来不便。水坝、水库、堰塘、水窖、渠

道等年久失修，抗自然灾害能力弱，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缺乏产业项目

落后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经营以种植业为主，农业生产经营分散、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难以形成带

动农业的规模经济，制约现代农业发展。20个特困村以粮食种植、畜禽养殖等产业为主，经济作物（包括油菜籽、烤烟、花生、

蔬菜等）种植面积占比车父小，仅占 7.0%。

三、加快特困村发展的对策建议

特别困难村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关键是要立足于本区域实际，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

（一）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形成增收长效机制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业生产基地建设。以发展特色高

效经济作物为主，重点发展果树、茶叶、木本中药材等，推行“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区域生产专业化政策，探索产供销

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模式、“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推进建设“菜篮子”生产基地，大力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

工、精深加工及贮藏、保鲜、分级和包装等。二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培育并引进一批竞争力和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充分发

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加农村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动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三是大力发展现代特

色农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结合各地的产业特色和区域特色，制定有针对性扶持政策，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进一步挖掘旅游

资源，打造富美乡村旅游品牌，把农旅结合起来，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

（二）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大资金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解决资金瓶颈问题。一是通过政策扶持和积极融资，协

调金融机构安排好支农信贷资金，解决低收入家庭和特困户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二是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加强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产业发展保障，增强农业防灾抗灾能力，提高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三是加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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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全面提升农村交通、水利、住房、电力、通

信及其他各类村寨公共设施建设水平，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行政村全覆盖。四是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

抑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稳定农资价格，规范市场秩序，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三）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村“三变”改革

一是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贯彻落实承包期延长 30年政策，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土

地承包关系。开展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完善确权登记颁证长效管理制度，建立抵押登记、交易流转、风险补偿、

抵押物处置等配套政策。建立完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加快土地流转的市场化步伐。二是全面推

进农村“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引导农民通过“三变”模式与龙头企业构建稳定的利益共享

联结机制，鼓励通过土地经营权、村集体资产入股等方式发展产业，多渠道增加农民共享增值收益、股份收益和资产收益，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推动农民财产性收入不断增长。

（四） “因人施策”，精准扶贫

扎实抓好结对帮扶，精准施策，探索定点包干精准扶贫模式经验。一是切实加强扶贫资金和项目统筹协调。充分整合部门

资源、资金、项目，统筹抓好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基础设施扶贫、社会保障扶贫、金融扶贫、生态移民扶贫等扶贫攻坚战，

探索实施“开发式”“造血式”扶贫开发新模式，大力开发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项目，帮助农村困难群体脱贫致富。二是逐步

完善困难农户救助机制，改善低收入农户的生活质量。运用分级负担的财政补助机制，改变扶贫救助资金分配机制，将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和农户扶贫救助资金分开管理，提高公开透明力度，实行动态跟踪，将扶贫救助真正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