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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探讨 

—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1
 

向 刚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摘 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精准扶贫是解决民族发展问题的有效措施。以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以

下简称威宁县）为例，分析和归纳该县在推行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情况，对其不足提出建议，不断地完善精准扶贫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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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思想。2014年他在参加两会审议时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战略理念。2014

年 5月，国务院扶贫办就制定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对精准扶贫工作模式进行顶层设计。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考察云南时,提出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6月，他在贵州扶贫开发会议上提出了精准扶贫内

涵实质是“六个精准”的指示。10 月，他在“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针对扶贫开发提出了通过具体的方式，使一批又一

批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至此，精准扶贫战略理念与思路得到了更加的完善，并在全国各贫困地区进行实践。 

贵州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省份，其贫困程度至今依然位居全国的前列。而威宁县又是贵州省内面积最大的少数民族

自治县，全县 140多万人口中，农业人口多达 135左右，由此可见，其贫困程度不可小觑。如何在威宁县实施好精准扶贫战略，

是关系到能否解决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以及关系到该县能否如期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 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 

精准扶贫是指通过有针对性地帮助扶持识别出的贫困家庭和人口，消除导致其贫困的因素，通过增强其自主发展的能力，

以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根据习近平提出的“六个精准”，可以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归结为

精准帮扶。 

精准识别是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基础。只有精准地找到了对象,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通过“农户申请-村民代

表大会评议-乡镇审查-县审核”和各行政村的“两公示-公告”以及实事求是，统筹兼顾的识别原则防止识别“脱靶”。通过申

请评议、审查审核及公告公示,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为下一步的扶贫工作做好前提准备。 

精准帮扶是精准扶贫的关键环节,是针对精准识别出来的贫困村、贫困户进行精准帮扶。深入分析导致贫困村、贫困户贫困

的因素，指定负责人逐村逐户地制定帮扶计划，集中扶贫资源予以帮扶。具体分析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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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的扶贫计划，有针对性地选择扶贫项目。把扶贫项目、扶贫资金与贫困村、贫困户和自然环境有机地捆绑起来，使贫困

村、贫困户参与扶贫项目，通过灵活多变的措施使贫困人真正地从扶贫项目中获益，形成共建、共获利的局面。扶贫资金是主

要是用于解决贫困村和贫困户的眼前问题，满足急需的物质条件。资金扶贫不是长久之计,在解决了贫困人口基本要求的同时，

通过各种措施，使他们逐渐生成内生力。这不仅是脱贫致富的基础，而且也是防止返贫的主要保障。 

精准管理是基于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基础上，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贫困村、贫困户进行识别和帮扶脱贫的综合动态管理。在

各贫困村要严格把关好第一书记的任职资格，要制定较高的选派标准，并且将任职期间所制定的扶贫计划、扶贫项目和措施成

效与对选派人的考核合理结合起来。把个扶贫项目的审批权限下放到民族县，才能使基层扶贫工作者能够因地制宜，精准地确

定项目并加以实施。对财政拨发的扶贫转款严格管理。简化流程的同时，杜绝滥用和挪用扶贫资金。使扶贫资金与扶贫项目的

实施落实到贫困户身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帮扶。精准管理结合了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以及精准考核的每个环节，是精准扶

贫有序有效地进行的保证。 

精准考核是通过建立合理科学的考核机制对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实施成效进行量化的检查方式。是通过奖优罚劣

策略保证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落到实处。精准考核制度一方面可以检查基层干部和各个相关部门在贫困户的识别工

作上的准确度及干部的工作态度。另一方也可以检查在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的扶贫效率,对管理是否到位进行评估。鼓励有成效

的措施，惩罚效没有效果的扶贫，改进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不合理机制与实践措施。 

2 威宁县精准扶贫战略的实践 

威宁县属于云贵高原东延部分，与滇东北连为一体。自然条件特殊，自环境破坏严重。农业较为传统,发展基础薄弱。经济

基础设施差,人民收入增长缓慢。尤其是教育的落后，长期以来制约着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作为国家贫困县,贵州面积最大的民

族自治县、贵州直辖试点县，在该县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完善和改善精准扶贫的实施对于在贵州乃至其民族地区实施精准扶贫

有示范作用。 

(1)通过“五看法”提高贫困户的识别精准度。 

“五看法”就是通过看申请贫困户的五种情况来识别是否“真贫”。一看房。实地查看申请户的建房时间、住房面积、住

房结构等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来评估其贫困程度。二看粮。查看贫困户的耕地面积、农作物及其经济果树林木等农业收入与支

出情况。三看劳动力强不强。查看申请户的劳动力的组成情况，年龄结构、健康情况。家庭人员的医疗养老能力及其外出务工

人员收支情况。四看读书郎。即看申请户家中人员受教育程度,在校接受教育情况,评估其家庭发展能力和教育支出情况。五看

交通工具。就是看申请户有无农用车、农机具等农用机械，摩托车及小汽车等交通工具。通过层层全面实际查看的精准识别方

式，防止识别“脱靶”和“扶假贫”。 

(2)通过优化扶贫资源提高精准扶贫的实效性。 

在精准识别出贫困户之后，对最贫困的、最需要帮扶的贫困户，直接给予帮扶。解决基本的生活、医疗、住房需要。不断

提高城乡低保、基本养老等保障标准，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改建各类公立医疗机构，推进乡镇医疗机构标准化。威宁县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99.7%。改造威宁县农村危房 11.51万户，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23333套。 

发展教育是最好的和长期有效的脱贫致富路径，也是防止返贫的根本之法。通过教育生成扶贫内动力，是精准扶贫的关键

所在。加快威宁县民族地区实施教育“精准扶贫”，以发展教育“拔穷根”，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威宁县继续巩固九年义

务教育，对贫困学生进行全面帮扶。通过实施教育“9+3”计划和扩建普通高中和职校提高威宁县人口素质。根据贫困对象的具

体情况,分析其家庭贫困的因素，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职业和技能培训，培养有科技素质、有职业技能和有经营意识与能力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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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农民，引导他们脱贫致富。 

威宁县结合国家、贵州省及其社会人士提供的扶贫资源，对威宁自治县的贫困户进行大力的扶持。解决了贫困户的基本温

饱问题，增加了贫困户的收入。威宁县根据“宜薯则薯、宜烟则烟、宜果则果、宜药则药、宜畜则畜”的原则,实施了马铃薯、

烤烟、特色经果林、中药材、生态畜牧业、冷凉蔬菜、六大产业培育工程。建设扶贫项目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根据威宁自然

特征，开发新能源。通过提升草海旅游景区和开发原生态文化，促进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加速脱贫致富。 

大力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机场的建设、高速公路的修建、铁路升级修改等项目解决了威宁的过剩劳动力，也拉动了威宁的

实体经济迅速发展。为解决老百姓的饮水和灌溉农田问题,修建和加固水利工程 11 类。改建电网设施，实现户户通电，城市农

村电费同价。建设通信基站，铺设光纤通信,实现村村网络，发展电子商务，建立村级网购服务中心。加快了农村建设的现代化

与信息化，脱贫致富的步伐不断得到加快。 

威宁县是乌江的源头县,水平流失严重,是石漠化重灾区。威宁县大力推行“绿色威宁”行动计划，成功治理石漠化 111.05

平方公里、植树造林 56.83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 350 平方公里，现有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 43.31%。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

现了新跨越。 

(3)精准管理促精准扶贫。 

从精准识别到精准帮扶的实践都需要合理的精准管理与考核。威宁自治县在扶贫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一套监督管理机

制。威宁县组织监督组,根据县委县政府扶贫攻坚的决策部署，以“五个精准监督”为导向对全县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全面的跟踪

监督与管理,助推全县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精准监督扶贫对象,对精准识别进行精准管理和考核。根据威宁“五看法”识别贫困户，要求扶贫对象要做到乡里有册、村

里有薄、户里有档、人手有卡以及一户一台帐的明细资料。查看是否有识别遗漏的贫困户或者是把不贫困的人口列入了贫困的

类别里。 

精准监督扶贫思路，对扶贫措施精准管理。检查是否针对帮扶贫困户查找致贫主要原因，是否根据各种致贫的不同原因进

行分类，建立完善精准识别“数据库”。杜绝各级干部弄虚作假，防止扶贫路径千篇一律“一刀切"。 

3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精准扶贫启示 

威宁自治县实事求是地结合具体的县情,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扶贫措施，精准扶贫在威宁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

问题，需要在以后的扶贫工作中不断完善。 

劳动力的外流问题严重。虽然沿海城市出现了用工荒现象，很多返乡农民工留在家乡创业，但是在威宁县一部分农民工选

择外出，导致农村劳动力的不足，耕地荒废，留守儿童增多,空巢老人数量不降。原因就是沿海地区的工资高出本地的企业及工

厂的工资。留住外流劳动力,必须给予他们实惠。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贫困村、贫困户在农业上增大补助，实行多劳多补的奖励

制度。在本地的工厂、企业对农民工进行义务成人教育，提供娱乐场所,提高务工人员的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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