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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犹县脱贫攻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1

刘宗贵

（江西赣州上犹县委党校，江西 赣州 341200）

【摘 要】：上犹县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罗霄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县，按照中央、省、市的决

策部署及“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工作要求，结合县情实际和群众意愿，重点推进基础设施、产业扶贫、安居扶

贫和保障扶贫四大扶贫措施。同时坚持分类指导、因地施策、因户施策，扎实推进就业、教育、旅游、金融、电商

等扶贫措施落地。加大统筹整合资金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通过强化结对帮扶、督查考核、资金监

管等方式，强化责任担当，形成脱贫攻坚合力，走出一条脱贫攻坚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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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犹县按照中央、省、市的决策部署及“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工作要求，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首要

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加快振兴发展和同步全面小康的头号工程来推进，始终坚持主体责任

落实和政策措施落地的实施，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1、上犹县脱贫攻坚工作概况

上犹县位于江西省西南部、赣州市西部、罗霄山脉南部，国土面积 1544平方公里，辖 6镇 8乡，140个行政村、居委会，

总人口 32.2 万（其中农业人口 26.8 万），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罗霄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县，全县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14174户 44124人。“十三五”期间，全县有省级贫困村 45个，贫困人口 9292户 28988人，贫困发生率 10.2%。同时，

上犹还是库区移民大县，全县 14 个乡（镇）中有 10 个乡（镇）是库区乡（镇），库区面积 12.6 万亩，大中型水库移民 8645

户 38334人。

2016 年，上犹县退出贫困村 9个，减少贫困人口 3266 户 10873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6.5%；农村居民可支配性收入增加

至 8500元左右，同比增加 11.3%。2017年，上犹县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两个确保，一个力争”：一是确保“十三五”45个贫困

村全部脱贫摘帽，2017年完成 36个贫困村脱贫摘帽；二是确保全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义

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其中，2017 年脱贫 6261 户 18844 名贫困人口；三是力争 2017 年贫困县脱贫摘帽，

2018-2020年进一步巩固精准脱贫成果。

2、上犹县脱贫攻坚工作实践

2.1突出扶贫重点，提高脱贫攻坚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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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县情实际和群众意愿，上犹县重点推进基础设施、产业扶贫、安居扶贫和保障扶贫四大扶贫措施。

一是基础设施扶贫。整合各类资金 6895万元，加速推进 45个贫困村，特别是 9个 2016年退出贫困村的改水、改路、改厕、

改房、改环境和公共服务等项目的建设。目前已完成 45 个贫困村 53 个集中整治点（新农村建设点）验收工作，基本完成 9 个

退出贫困村的整村推进工作。对 2017年退出的 36个贫困村，建立了项目库，提前谋划，提早实施。

二是产业扶贫。上犹县立足产业基础，重点发展油茶、光伏、特色种养扶贫产业。油茶方面，上犹是油茶大县，全县共有

油茶林 32.4万亩，大部分贫困户有 20亩左右的油茶林。上犹县把油茶扶贫作为产业扶贫重点项目来抓，先后建设了社溪严湖、

东山中稍、寺下坛前等 9个万亩以上油茶低改基地。力争通过改造低产油茶林 11万亩，新植油茶 2万亩，帮助 0.8万户贫困户

获得长期稳定收益，实现脱贫致富目标。光伏方面，上犹县主要采取“分布式”与“集合式”两种模式推进。目前已建成营前

蛛岭“集合式”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装机容量 700千瓦，捆绑全村 294户贫困户，实现每年户均增收 3600元、村集体增收 3.5

万元以上。同时，引进光伏企业投资 1000 多万元建设社溪严湖光伏扶贫电站，装机容量 1000 千瓦，现在正在施工。全县已有

21户贫困户安装了分户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为 85.66千瓦，投资 65.512万元，补贴贫困户 12.6万元。特色种养方面，围绕

“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目标，引进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因地制宜发展“两茶一苗”、生态鱼、有机蔬菜、生态养殖等农业

产业。2016年，全县累计为 9966户贫困户发放产业奖补到户资金 1032.54万元，占全县贫困户总数的 70.33%。

三是安居扶贫。一方面，加快集中安置点建设。“梦想家园一城南社区”集中安置点第一、第二期工程已进人室内装修阶

段，可安置建档立卡贫困农户 323户，已全面启动三期 705套安置房建设。“十三五”期间的 20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已

经全面开工建设，2016年的 7个安置点已经基本完工。另一方面，落实易地扶贫搬迁计划。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指导数是 3533

人，其中建档立卡人口 1621人，同步搬迁人口 1912人。目前，已落实搬迁任务 1792人，其中建档立卡人口 527人，同步搬迁

人口 1265人。此外，推进农村保障房建设。上犹县通过“交钥匙”工程等形式，统一规划建设一批农村保障房，解决农村最困

难群众住房安全问题。针对 409户（含 88户敬老院安置、1户盘活安置）无经济能力、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政府出资统建农

村保障房。目前，已完成敬老院安置 88户，闲置房安置 1户；新建 320套农村保障房已全部搬迁入住。

四是保障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来源的贫困户，我们做到应保尽保；对孤寡老人贫困对象，尽可能地动员和吸

纳到敬老院集中供养；对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我们积极探索构建筑牢新农合、新农合大病保险、农村贫困人口疾病商业补

充保险和城乡医疗救助“四道保障线”，使农村贫困户个人负担的合规住院费用不超过合规医疗总费用的 10%。目前已有 163户

贫困户享受了疾病商业补充保险补助，合计 240.5万元。另外，由县财政出资，按贫困人口每人 30元的标准，在全省率先为贫

困户购买了人身意外险，目前已有 17人得到了人身意外险补助，合计 41.99万元。

2.2推进行业扶贫，形成脱贫攻坚合力

坚持分类指导、因地施策、因户施策，扎实推进就业、教育、旅游、金融、电商等扶贫措施落地。

一是就业扶贫。采取兴办扶贫福利厂（扶贫车间）、发展农业产业基地、开发公益性岗位、建立非正规就业组织、打造农

民创业园等方式，为贫闲户开展免费农村实用技能培训和补贴工资，尽最大可能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和增收。目前，上

犹县兴办乡镇扶贫福利厂（扶贫车间）38家、发展农业基地 16个、开发公益性岗位 460个，建立非正规就业组织 13个，创建

农民创业园 2个，为 4426名贫闲群众解决了就业问题。同时还专门出台了向贫困人口倾斜的特殊政策，由财政出资，在全县聘

请 131名贫困人口担任村级护林员，每人每年可获得 1万元劳务费。

二是教育扶贫。全面落实贫困家庭子女就学的各项扶持政策，同时动员驻村工作队和社会力量积极开展捐资助学，确保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不因贫失学。2017年已为全县 179名贫困大学生发放政府资助金 107.4万元，给 654名就读高中的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子女免除学杂费 20.92万元，为 2.6万名义务教育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费用共计 1895.13万元。省公安厅采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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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认领贫困学生的方式，为严湖村的 45户 82名贫困家庭学生捐赠了 12.3万元助学款，向严湖小学资助 5万元心理健康教

育专项经费。

三是旅游扶贫。围绕“基地景区化”要求，增强产业大户吸纳贫困户力度，最大限度地满足贫困户就业需求。据统计，上

犹县共有 28个农业产业基地通过吸纳贫闲户就业、土地租赁、贫困户人股分红等形式增加贫困户收入，预计共惠及贫困户 1580

人。同时，加大贫闲户创办农家乐、农家旅馆等旅游业态的信贷支持力度，帮助协调金融机构开展林权、不动产、土地使用权

抵押等担保贷款业务，着力解决乡村旅游扶贫资金难题。

四是金融扶贫。大力推进“产业扶贫信贷通”“易地扶贫搬迁贷”“油茶贷”等政策的落实，为贫困户发展产业提供金融

支持。2016 年，全县“产业扶贫信贷通”共计发放贷款 3.91 亿元，惠及 6058 户贫困户和 87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17 年，

给予挖潜增效企业 2亿元的“产业扶贫信贷通”贷款支持，吸纳、带动 2000户以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每户贫困户获得 2500

元/月以上的工资性收入，从而实现顺利脱贫。继续将部分贫困户获得的扶贫贷款筹集起来，作为资产收益本金投资到县城投公

司（2430万元）和犹江实业公司（730万元），按每年 10%的收益全部用于分配给特困家庭（包括五保户）和水库移民中的贫困

户，优先保障最贫困家庭的资产收益分红。

五是电商扶贫。依托电子商务孵化园和农村 e 邮两大电商产业平台，建设了县城电商产业园和乡村电商服务站，重点销售

茶叶、茶油、陡水湖生态鱼等上犹特色农产品，为 100多户贫困户架起了“产销对接”的网络平台，促进户均增收 6000～8000

元/年。在全县的 14个乡镇分别举办了电商精准扶贫培训，培训贫困户 400人，完成了 14个“农村 e邮”电子商务脱贫站建设。

2.3统筹整合资金，加大脱贫攻坚投入

为保障精准扶贫投入，上犹县加大统筹整合资金的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同时加强资金监管，确保扶贫资

金发挥最大效益。

一是用好专项资金。2016年，中央和省、市级财政下达上犹县扶贫资金共计 7425万元。上犹县集中用于改善贫困村的基础

设施条件以及发放贫闲人口发展产业、移民搬迁、技能培训等方面的补助。资金已全部拨付。

二是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加大涉农资金的整合力度，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2016 年上

犹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20573.58万元，用于精准扶贫攻坚战十大项目，使专项资金与扶贫资金集中捆绑使用，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的扶贫效益。其中，2016年预退出的 9个贫闲村就统筹整合资金 2659.524万元。

三是加大投入本级资金。尽管上犹县基础差、底子薄，财力十分有限，但县财政本级还是安排了 3000 万元用于脱贫攻坚，

用于扶持贫困群众改善基础设施、居住条件、医疗救助、困难补助和发展脱贫产业。

3、强化扶贫责任，健全脱贫攻坚机制

通过强化结对帮扶、督查考核、资金监管等方式，进一步健全脱贫攻坚机制，强化责任担当，形成脱贫攻坚合力。

3.1强化结对帮扶

一是县领导以上率下。每名县领导既要挂点 1个贫困村，还要挂点 2～3个非贫闲村，统筹调度贫困村的退出工作，着力推

进非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负责抓好协调调度、督查检查、资金落实、项目进展等工作。二是调整结对帮扶机制。将原

有的“543”结对帮扶机制调整为“765”（即县级领导帮扶 7 户、科级干部帮扶 6 户、一般干部帮扶 5 户），增加领导干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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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直单位干部的帮扶户数，减轻乡（镇）干部兜底帮扶任务，让乡（镇）干部腾出更多的时间抓扶贫政策落地。三是开展“周

末扶贫日”活动。从 4月 1日起，上犹县的帮扶干部在常态化开展结对帮扶的基础上，每个星期六至少利用半天时间进村入户，

宣传扶贫政策，了解农户需求，解决农户困难。四是强化帮扶干部管理。上犹县 131名第一书记、131名工作队长、195名常驻

工作队员全部与原单位脱岗，管理归乡（镇），吃住在村里，每月驻村时间不少于 15天。

3.2强化督查考核

一是推行精准扶贫大督查机制，由县纪委牵头，县委组织部、县委督查室、县精准办参与，采取上户抽查、明察暗访、视

频曝光等形式，不定期到村到户到点督查。每月至少督查一次，每季度至少问责一批。在第一季度的督查通报中，16 个县直、

驻县单位因督查不在岗、没有签到等被通报，28 名干部因帮扶工作不扎实、帮扶记录不全面或帮扶时间不到位等被追责。二是

压实“村两委”干部责任。实行“村两委”干部报酬与工作绩效、廉洁自律表现挂钩，坚决防止“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

一个样”。2017 年，已经调整了 4 名不能胜任精准扶贫工作、群众满意度不高的村党组织书记。同时，村书记（主任）选考事

业单位时，必须先过“精准扶贫关”，即在资格审查阶段，将村书记（主任）所在村的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列入必查范围。

3.3强化资金监管

一是规范扶贫资金的使用。按照“资金使用要精准”的要求，修订完善了精准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办法；加快了项目的建

设进度，及时发挥资金的扶贫效益。二是加大统筹整合资金力度。2017年已整合涉农资金 2.6亿元，向国开行融资贷款 2.9亿

元，专项用于精准扶贫工作，同比增加 143%，有力地保障了脱贫攻坚工作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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