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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精准扶贫：理论意蕴、实践路径与经验探究 

——以湖北省恩施州龙凤镇扶贫实践为例
1
 

汤惠琴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 2013年 11月习近平主席在视察湘西经济建设情况时提出“精准扶贫”的口号，强调扶贫工作应坚持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可盲目追求好高骛远的扶贫目标，切忌喊口号。同时，习近平主席又在多个场合突出精准

扶贫的重要性，逐步形成系统理论，成为我国新时期农村扶贫、脱贫工作的基本方针。合理的精准扶贫工作能够有

效帮助农村建设小康社会，还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本文以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为基础，以湖北省恩施州龙

凤镇为例，结合该镇扶贫工作基本情况、精准扶贫实践路径，分析其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探究农村精准扶

贫工作的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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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建设阶段，城乡差距大，特别是偏远山区、交通闭塞地区，农民生活水平低、经济来源窄，整体

生活质量不高。为加快农村经济建设步伐，科学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精

准扶贫”的扶贫方针，以助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精准扶贫政策，并结合区域实际情

况实行精准扶贫工作，但受到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当前扶贫工作的难度较大，仍存在诸如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地

方政府部门必须全面分析精准扶贫方针的内涵，加大对精准扶贫的宣传力度，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趋势，提升区域经济水平。 

1 农村精准扶贫的理论蕴意 

精准扶贫基本方针以共同富裕理论为基础，主要是指根据贫困地区环境、农民情况，通过科学的程序对于扶贫对象进行精

准识别、帮扶、管理的新型扶贫模式，具体而言，该理论以政府组织为主导，由社会组织、市场不同主体共同参与，主要目的

在于改善、提升扶贫对象生活条件与水平，培养扶贫对象良好的自我发展能力，政府组织应结合扶贫对象致贫根本原因、自然

资源配置情况、市场发展需求，制定完善的、实用的帮扶计划，合理优化帮扶资源发放，真正帮助扶贫对象脱贫致富。与传统

扶贫政策相比，精准扶贫具备以下三个特征：（1）扶贫目标进一步被明确，扶贫对象已经明确到每个村、每个农民，农民的经

济条件、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市场发展前景等信息均被准确采集存档，贫困人口等情况均可以直接从资料中查询到;（2）

扶贫措施更加具有针对性，精准扶贫以扶贫对象贫困情况为基础，结合贫困原因制定帮扶计划，真正做到了量身订制，可有效

提升扶贫措施的有效性;（3）扶贫管理朝着精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精准扶贫在管理过程中，以贫困人口为重点，精细化管

理贯彻在贫困家庭帮助过程中。在精准扶贫方针支持下，可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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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北省恩施州龙凤镇的基本情况 

2.1龙凤镇基本情况 

龙凤镇位于恩施市北郊，处于多省结合位置，辖区面积 5.6 平方公里，镇区占到 4.72 平方公里，全镇共辖 18 个村，截止

至 2016年底，全镇共 6.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达 2.6万余人，主要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土家族。该镇自然环境优美，但交通闭

塞，是我国贫困县之一。受到自然条件、历史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该镇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是当前湖北省精准扶贫工作

的主战场。 

2.2龙凤镇贫困情况 

根据龙凤镇政府门户网站数据资料可知，截止至 2016 年底，该镇共有 2673 户人家，其中贫困户数共 659 户，占到总数的

24.65%；特困户共 135户，占到总数的 5.05%;同时所有特困户均为低保户，特困户的低保覆盖率达到 100.0%。同时，该镇少数

民族户数共 212户，其中贫困户数达 102户，占到少数民族总户数的 48.11%；特困户共 39户，占到少数民族总户数的 18.39%,

所有特困户均为低保户，特困户的低保覆盖率达到 100.0%。从数据可知，当前龙凤镇的贫困人口较多，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人

口，其扶贫任务较为艰巨。 

通过实地访谈法了解到龙凤镇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为种植业、林业、养殖业，少数为务工、其他收入，贫困人口的

经济来源较为狭窄，增加了脱贫难度。 

2.3致贫原因 

（1）基于自然环境的角度分析，龙凤镇四面环山，以丘陵、山地等地质地貌为主，区域以红土壤为主，沙质化较为严重，

耐旱性较差，以种植玉米、水稻为主，但产量不高。同时，区域交通闭塞，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区域经济

发展；（2）基于贫困人口的角度分析，首先，贫困人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不愿意创新、创业；其次，贫困地

区教育发展较为落后，村民文化素质较低，因缺乏高学历、专业技能，贫困人口即使外出务工，也只能从事体力活，收入水平

较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 

3 湖北省恩施州龙凤镇精准扶贫工作常见问题 

龙凤镇精准扶贫工作常见问题有：（1）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龙凤镇经济收入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精准扶贫识别贫困人口的难度;（2）贫困户的精准扶持难度较大；（3）绩效考核方案仍未完善，受到贪污

腐败等因素的影响，龙凤镇精准扶贫的考核制度并未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如每村均存在隐藏特困户等。 

4 湖北省恩施州龙凤镇精准扶贫实践路径 

4.1龙凤镇精准扶贫工作目标 

2011 年-2020 年，龙凤镇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作为扶贫的首要任务，并选择片区作为扶贫主战场，其远期发展目标为

将贫困村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分两个阶进行十年扶贫规划：(1)2011年-2015年，贫困人口大大减少;(2)2016年-2020年，

贫困村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具体而言，要求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农民生活经济水平明显提升、村民文化素质显著增

强、社会事业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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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龙凤镇精准扶贫工作的功能模块 

龙凤镇精准扶贫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精准识别、扶持与考核，因此在设计该镇功能模块时也应围绕此三方面进行：(1)精

准识别镇内贫困人口：①政府部门选择恰当的帮扶单位、基层工作人员，组成调查队伍，了解龙凤镇基本情况，制定可行的入

户调查方案，采取自行申报、村干部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村民调查名单，对调查村户进行观察，了解村户生活情况;②进行

民主评议，工作人员收集整理村户数据资料，选择恰当的时间召并民主评议大会，明确贫困人口名单；③进行审批、审核，其

主要流程为：填写申报材料-调查村户信息-公布民主评议结果-给出审核意见-提交民政局审批；④公示：严格按照精准扶贫公

示制度，对贫困人员进行公示，包括村政务公开栏、政府公共信息网等位置；⑤动态管理：建立健全村户家庭经济情况核对、

查询平台，协调好公安、税务、工商等部门之间的关系，动态管理贫困户，尽可能避免出现“错”“漏”贫困户问题;(2)精准

扶持镇内贫困人口：①严格划分镇内扶持界限；②建立健全镇内扶贫长效保障系统；③增强镇内村民文化水平、文化素质；④

大力发展镇内第三产业，如旅游业等;(3)精准设计镇内考核制度，包括考核脱贫效果、考核扶贫资金运用情况、考核扶贫精准

度等方面的制度，将精准扶贫政策贯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5 湖北省恩施州龙凤镇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经验 

5.1加大精准扶贫宣传力度，优化扶贫资源配置 

为提升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性，政府部门应加大对精准扶贫方针的宣传力度。在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国家、社会组

织越来越重视贫困人口，但贫困人口受到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其对于自身的认识并不清晰，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应充分利

用新媒体，宣传镇内精准扶贫政策，优化镇内扶贫资源配置，增强镇内政府工作人员素质，特别是村干部,做好村民解释工作，

加强与村民之间的沟通交流，提升扶贫工作的有效性。 

5.2科学增加区域农民收入，重视区际合作交流 

从龙凤镇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可知，大多以农业生产为主,如种植业、林业等，为提升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性，必须科学增

加区域农民收入，大力发展区域经济，重点突出旅游业，加强与兄弟县市的沟通交流，增强区域经济实力。同时，加强精准扶

贫动态管理，引导群众参与监督，引入民主评议、审核审批等多种监督方式，提升扶贫资源配置的透明性、公平性。同时，公

布市、县纪委监察局投诉举报电话，对精准扶贫开展全面有效监督，杜绝腐败等问题的发生。 

6 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农民共同努力。在贯彻实施精准扶贫基

本方针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必须立足于区域经济实际情况，深入研究区域致贫根本原因，综合考虑区域经济水平、农民配合情

况、自然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制定针对性精准扶贫方案,加大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宣传力度，优化区域扶贫资源配置，不断增加

区域农民收入，开展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建设合作交流。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强精准扶贫动态管理，引导群众参与到扶贫监督过

程中，提升区域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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