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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江苏农村精准扶贫机制

邱天星，杜贵阳/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党的十九大报告发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令。江苏虽然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早在 2015年就完成了年

收入 4000 元以下低收入人口的脱贫任务，但依然存在不少相对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苏北五市 12 个重点县、六个重点片区和

黄桥、茅山革命老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尚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特别是要大

力创新江苏农村精准扶贫机制。

一、实 践

按照高于全国的相对贫困标准建档立卡。江苏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以人均年收入 6000 元为标准，与全国扶贫开发不同的

是，江苏标准更高，内涵更丰富，既体现发展水平和民生需求不断提高的实际情况，又不脱离江苏经济发展的实际。

聚焦重点地区重点人口推进开发式扶贫。江苏聚焦苏北苏中低收入农户、约 800个经济薄弱村、重点片区和黄桥茅山老区，

收拢五指，重拳出击，大力推进开发式扶贫，帮扶更准，效果更好。

聚焦贫困农户脱贫难点精准施策、靶向施策。针对因病致贫难题，全面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多方面帮助贫困家庭脱贫；针

对教育落后、缺乏劳动技能而致贫的，大力开展教育扶贫和职业技能培训；针对贫困地区金融有效供给不足，实施金融扶贫行

动，加大对经济薄弱地区和低收入农户的金融支持力度。

二、不 足

确定扶贫对象的精准度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导致精准识别难度大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收入模糊性、次贫困农户识别难度

大和农户收入忽视支出等几个方面。帮扶的精准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因病、因残、因学、因灾致贫的帮扶不够深入，有效

防止因病、因残、因学、因灾返贫的机制不够健全。贫困地区自我发展、加快脱贫的内生动力还不够。个别贫困地区贫困人口

脱贫既不想投入物资，也不想投入精力，坐等政府帮扶、救济。如果引导贫困户主动脱贫的工作车父少，最终可能会物质上脱

了贫，却留 F精神贫困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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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 策

创新扶贫对象动态调整机制，提高脱贫准确度和实效性。首先，在精准识别方面，引进大数据，更加全面精准地掌握贫困

户的收入水平。其次，将家庭支出纳入贫困户评定标准，确保贫困户及时得到帮扶。再次，要创新扶贫对象动态调整机制，确

保己经脱贫的村与户及时退出、及时摘帽，返贫对象及时纳入，使有限的扶贫资源用在“扶真贫”上。

创新产业扶贫机制，全面提升经济欠发达区域发展竞争力。要点是大力推进产业扶贫与基层实际有机结合。江苏精准扶贫

的重点是减少相对贫困，在苏北农村，很多低收入人口的特点是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基本无就业技能，在培训中一定要

结合这些特点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产业选择上，要结合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找准特色产业。还要注重

产业与贫困户的衔接，通过土地流转、订单帮扶、劳动力雇佣等多种方式让贫困人口享受产业发展的好处。同时，产业选择还

要注重市场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帮扶落后地区找准和建立特色产业，但是产业必须要有市场出路，这样的产业才有内生动

力。

创新经济薄弱村扶贫机制，切实增强集体经济对低收入农户的带动能力。低收入农户脱贫增收与村集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发展经济薄弱村特色产业不仅可以给村集体增加收入，还可以带动低收入农户脱贫致富。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应坚持以

市场经济为导向，以资产和资本运营为主，因地制宜选准发展路径。经济薄弱村可以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鼓励低收入农户以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激发经济薄弱村内生发展动力，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低收入农户精准脱贫。

创新考核机制，更好地发挥考核在精准扶贫中的导向作用。考核要以低收入农户的增收脱贫为导向，充分考虑群众的满意

度和获得感。考核内容应以客观指标为主，提高考核的公信力。考核标准要容许试错，给创新者以激励，鼓励地方探索解决支

出型贫困问题、破解返贫难题、社会保障兜底等方面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另外，在考核方式上，除了传统的考核方法外，

还可以委托相关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对精准扶贫工作进行第三方评估，以强化考核的客观性与权威性。

创新救助体系，推动精准扶贫与社会救助更紧密相结合。苏北地区农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相对普遍，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日益成为精准扶贫目标实现的难点和焦点。一方面，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体系，尤其是要重

视大病保险和大病救助；另一方面，要重视检查以预防先天性疾病，从源头预防因病致贫。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承的治本之

策，当前江苏普通教育的资助政策己经比较完善，重点要突出职业教育的脱贫功能，让低收入家庭子女能够免费接受职业教育，

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业脱贫。对于那些无法产业帮扶和就业脱贫的低收入农户，可以通过政策性保障进行兜底，保

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对于因病、因灾等特殊困难致贫的群众及时给予救助，同时可以与社会救助机制相衔接，引入多方力量解

决他们的特殊困难。

创新动员机制，不断激发经济薄弱地区和低收入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脱贫致富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也要靠

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在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中，要防止个别贫困群众坐等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资助，对帮扶工

作袖手旁观。扭转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需要发动群众，唤起群众参与热情，主动作为，使扶贫资金和项目发挥最大效益。

创新农村精准扶贫机制，要着力创新动员机制，营造一种自力更生、脱贫光荣的良好氛围，激发广大群众的内生动力。首先要

尊重群众主体地位，让群众做主，而不是替群众做主，这在扶贫工作中尤为重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需要将贫困群众真正

纳入扶贫体系，注重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其次要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充分激发群众的主体意

识与热情，让群众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再次还要充分发扬基层民主，这是做好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和保障。“扶持谁”“谁

来扶”“怎么扶”“如何退”，以及从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到具体帮扶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尊重民意，吸纳群众意见，广泛发动

群众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