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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赫章县可乐乡扶贫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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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财经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本文以贵州省少数民族贫困山区——以赫章县可乐乡长坪村寨子组为例，通过分析该村的贫困现状、

存在问题，提出进一步做好精准扶贫的建议。 

【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山区；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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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研贵州省少数民族贫困山区精准扶贫情况，2018 年 2 月，我们考查组来到位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乡长坪村寨子组开展

了为期三天的扶贫调研工作。 

1 基本概况 

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乡长坪村位于可乐乡东北面，平均海拔 1830米。有汉、苗、彝等少数民族。主要种植烤烟、玉米、洋

芋等。是 2001 年全省统一划定的二类贫困村之一。本次调研走访了四个家庭。 

长坪村寨子组共 38户，其中 17户为贫困户。村民大部分姓安，来自一个家族。80%为大花苗，信仰基督教。语言为苗、汉

双语，文字为苗文、汉字。寨子组依山而建，零星散布在半山腰上，四周山峦叠嶂，森林植被覆盖率低，山坡的土地被开垦出

层层梯田，种植土豆、玉米。近几年政府实行产业帮扶，扶持农户种植魔芋、辣椒。2018 年政府发放了魔芋种，立争成为新的

创收来源。 

1.1生活状况 

村民在山上依然过着靠山吃山，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土地稀少，收获的土豆、玉米只够食用。玉米粉除了食用，还喂鸡，

玉米杆喂牛，发芽的土豆喂猪。村民还饲养黄牛、猪、鸡等禽畜，供应肉、蛋、油等生活需要。猪肉被熏成腊肉保存。大部分

人仍保持一天吃两顿的习惯。山上已通电、通网，但信号较弱。饮用水引自山上泉水，架设管道引入农户。煤依然是主要的燃

料。当地煤矿丰富，但由于不规范开采，导致事故发生，人员伤亡，政府已明令禁止私自开采。多数家庭已有电视、手机。妇

女掌握苗族传统服饰和刺绣手艺，大多不识字，不懂普通话。苗家观念认为，不懂刺绣的姑娘嫁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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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居住和交通状况 

村里现有 17户贫困户，部分土房已开裂。国家给予 3.5 万元资助改造住房。许多家庭仍依靠外出打工，建起新房。但村民

们依然沿袭传统生活方式，保持简朴自然的生活习惯。房间多用于堆放土豆，核桃，草料。地面墙面由泥土打造，木制房顶堆

放玉米杆、干草等牛饲料。村民没有良好卫生习惯。不刷牙，不洗澡，无浴室，厨房无水池，无下水道，也没有垃圾箱。生活

废用水直接排放屋外。垃圾随处堆放，随手乱扔，定期把家门口的垃圾搜集起来焚烧。 

由于寨子建在半山坡，骑摩托车出行，把农产品托到 7、8公里外的可乐乡集市售卖，买回日常用品。村里道路为土石路面，

山路崎岖陡滑，遇到下雨，道路泥泞不堪。遇到凝冻，村民无法出行，只能在家等待解冻。之前山上的土路又小又窄，通到山

脚下一所希望小学，两年前有好心人捐款，拓宽了路面，现可通行一辆拖拉机，但道路没有做硬化处理。 

1.3精神和文化生活 

村民大多信奉基督教，当地信教历史已超过 100 年，教堂是精神和文化中心。十几年前，村民用泥土在半山坡修建教堂，

已出现裂缝，附近三个村寨发起集资，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奠基修建新堂。村民们利用农闲，义务出力修建。目前主体架构已

成型。教会缔属葛布总会，可追溯至党居仁牧师的内地会时期。村民家中无论大小事及宗教节日，都在教堂举行活动。每逢周

三、六、日有聚会，星期天为主日聚会。农闲时期，时间充足，聚会时间可长达 5 小时。有时从晚上聚会到凌晨。村民注重喜

乐和平安，聚会时又唱又跳，载歌载舞，用传统方式表达自己的信仰。从 2016年村里走出第一位本科大学生，现在贵州一高校

学习手风琴专业。他的弟弟也于第二年考上大专，在贵州一髙校学习声乐。假期回村，担任唱诗班指挥和伴奏。村民从小就吟

唱赞美诗歌，无论老少，都是唱歌好手，虽未经专业培训，但唱诗班仍能分多声部演唱，演唱的诗歌选自葛布教会 1904-2004

百年灵歌选集。歌声美妙动听，曲调优美。 

1.4家庭和收入状况 

国家虽已落实精准扶贫政策，但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过去依靠卖牛、卖猪、卖农产品。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普遍。政府

提供的免费培训机会，例如厨师、养殖、种植，因外出务工而错过。他们大多在广东、浙江的工厂、建筑工地等从事体力劳动，

每月平均可收人 3 千到 4 千元不等。还有去新疆采摘棉花。由于外出务工，农活、喂牲畜、照顾幼童就落到老人身上。多数家

庭都有 2-3 个孩子，由老人或者母亲照顾，等孩子稍大，上学，母亲又外出打工。父母不在的大龄孩子，兄妹们独立生活、上

学，每逢春节，父母才返乡看望。村民们互帮互助，谁家有摩托车，便稍上别家上学的孩子。 

1.5教育状况 

调研发现，虽然国家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助学政策落实到位，然而寨子的綴学率依然很高。许多家庭的孩子小学毕业刚

进人初中一二年级，便辍学打工，有些甚至小学没毕业就辍学。由于国家整合教育资源，合并了周边小学，在 3 公里外重新修

建。以前山脚下的希望小学走路 5分钟可到达，由于 2017年秋季被关闭，新校址路途远，现在上学需要摩托车接送。 

2 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和存在的问题 

2.1政策落实情况 

通过建档立卡，建立扶贫工作站，采取乡村干部“一帮一”。寨子组组长告诉我们，村里的贫困户认定标准，一看房，二

看粮，三看家中读书郎。即看房屋质量、大小，看家里人口及粮食量，看家中读书的孩子数量。贫困户家庭，将“赫章县精准

脱贫驻村帮扶联系卡”悬挂在农户门框加以识别。建档立卡享受的政策包括：教育资助（范围：就读中职和高中及以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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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补助（救助）;项目及产业扶持（烤烟、核桃、魔芋、辣椒、养牛、养羊、养蜂等）；居住环境恶劣可以优先享受易地扶贫搬

迁；可申请 5 万以下的“特惠贷”等政策；如果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可以向帮扶干部寻求帮助。通过走访几个家庭，举

例说明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贫困户安文亮家，政府发放物资为石灰 2920公斤，种子 868公斤，复合肥 266斤，有机肥 60

包。贫困户安文光家，一对一帮扶，帮扶单位赫章县委办第一支书朱翌森。帮扶时间从 2014年 1 月到 2018年 12月。贫困户安

平家，孩子读大学学费获一半减免。 

2.2存在的问题 

2.2.1教育方面。经过走访发现，不良观念、不正确的学习理念是导致辍学的主要原因，并非贫困。首先，村民大多目光短

浅，只顾眼前利益。读书无用思想漫延。村民认为，孩子读了中职或高中，毕业后也是打工，多读几年书是浪费，不如早点出

来打工。即使读了大专或大学，毕业也不好找工作，只能回乡镇教书。其次，孩子缺乏对学业、专业及择业的指导。已经读到

初三的孩子，依然不清楚下步打算。读中职的孩子，也不清楚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最后，留守儿童功课得不到有效辅导，

学习成绩普遍较差。孩子们大多表示想学习音乐、美术或体育类专业。我们认为这与⅛里浓厚的艺术氛围分不开，也与村里简单

朴素而封闭的生活环境分不开。 

2.2.2政策落实方面。村民们表示，贫困户认定欠缺合理性，认定过程缺乏透明，甚至存在靠搞关系认定贫困户的现象。另

一方面，家里主要劳动力对产业扶持信心不足，持观望态度，政府分发的魔芋等种子，留给老人耕种，认为外出务工来钱快，

能更快提高家庭收人。年青人在外开阔了眼界，不愿再回村寨生活。 

3 做好长坪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思考 

3.1体现精准 

更进一步体现政策精准性要求。在孩子教育、留守孩子陪伴、留守老人上加强帮扶力度。完善山坡道路的硬化建设；帮助

村民建立良好生活卫生习惯；解决孩子上学远的困难；希望老师帮助留守儿童进行功课辅导、专业选择指导。 

3.2体现公正 

对于贫困户认定及帮扶对象认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强监督监管。并进行深入调研，走访群众，以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 

3.3保护生态环境 

帮助村民树立建设优美环境意识。防止乱采乱挖，防止破坏植被，避免自然资源的破坏。着力打造天蓝地绿、山青水净、

房靓物丰、人和家兴的秀美风光，为赫章县保留一方净土，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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