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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水县精准扶贫的模式及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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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惠水县易地搬迁、捆绑式帮扶、农村危房改造建设的扶贫模式进行介绍，并对其中存在的精准识

别过程不精准、假扶贫、走过场、基层贪污腐败、产业扶贫项目投放不合理等问题及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

精准确定扶贫对象，坚持同向发力、找准文责点，项目投入精准、做好防措施，改进基层作风、加强廉政建设，加

强思想引导、留住青壮年等扶贫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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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脱

贫攻坚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在贵州精准扶贫的工作中，晴隆县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其地理条件山高谷深，喀斯特面积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53%，人均耕地仅

513.59m2，其中坡耕地占 65%，被国家确定为全国特贫县之一。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晴隆县依靠科技扶贫、治理石漠化、易地

搬迁、危房改造等模式走向了成功之路。因此，晴隆县成功的模式对其他县级地区精准扶贫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

对中国的扶贫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惠水县精准扶贫的模式 

惠水县属喀斯特地貌，是滇黔桂石漠化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因为地形的限制，很多农产无法规模化，大多数人力都

外出务工。全县有 25 个乡镇和 1075 个自然村，户籍人口 47.69 万人，贫困户 20525 户，贫困人口 82755 人。参考晴隆县成功

的模式，政府与群众一心齐发，结合国家政策和自身的条件，发挥现有优势，并积极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1.1易地搬迁 

贵州喀斯特地貌相对严重，对于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很多不便，因此国家出台了相应政策鼓励大山深处、交通不便、

旱涝灾害频发地区、住房条件简陋或没有住房的贫困户进行政策性搬迁。2014年至 2019年惠水县在民田、摆金等安置点完成移

民住房搬迁 4210户、17670人，累计完成危房改造 3万余户、老旧房整治 7587户，并计划在“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贫困

人口 19000 人，其中，整组搬迁涉及 69 个村的 128 个组（自然寨），零星搬迁 131 个村 410 个组。为了确保移民“搬得出、快

融入、有发展”，让移民搬得放心，住得舒心，政府还组织移民学习各项技能，同时联系职业介绍所，帮助介绍安排保洁、装

修等工作，使搬迁移民逐步摆脱贫困。 

1.2捆绑式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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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惠水县采取“一帮一”的方式，实施一个贫困村一个县级行政事业部门帮扶，扶贫干部对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进

行“一对一”帮扶。每一贫困户的门头上标贴有扶贫明白责任卡，明确为什么扶贫、扶贫为谁、谁来扶贫等工作，从根本上实

现从农户脱贫带动全村脱贫，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3农村危房改造建设 

工作人员通过走村串户、入户调查、访问邻里、村委确认等方式，及时有效地对危改申请人的住房和家庭经济等情况进行

核实，保证了农村危房改造户档案和资料真实、全面、准确。农村危房拆除重建，本着经济适用、功能合理、方便农民生产生

活的原则，危房拆除重建的每户补助 1～2万元，建房面积一般不少于人均 20m2。通过五年的危房改造建设，全县绝大多数贫困

户已住进了安全舒适的房子，少部分仍在建设中，农村危房改造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 当前惠水县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2.1精准识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1贫困户评议过程存在人为因素。 

村委会民主评议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人为因素，评议人和申请人可能是亲属关系，也可能是朋友关系，他们会利用这一层关

系，进行暗箱操作、瞒天过海，将不是贫困户的亲戚朋友评为贫困户，真正的贫困户得不到精准帮扶。 

2.1.2贫困户精准识别标准单一，建档立卡不完善。 

判断是否贫困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的贫困线，家庭人均纯收入 2300 元/年，低于这一收入则属于贫困户。仅仅只是以家庭

的人均收入水平来评定是否属于贫困户，这样的方式过于单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收入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一个家庭的生活情

况，收入多支出更多或者入不敷出，才是导致贫困的原因。在扶贫工作中，由于工作人员紧缺、工作任务量大、扶贫地区偏远

等因素，导致农村建档立卡管理机制不完善，扶贫保障措施缺乏灵活性。 

2.2扶贫中存在假扶贫、走过场、贪污腐败等问题 

大多数帮扶仅仅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给贫困户送一些生活用品，没能为贫困户脱贫“建言献策”发挥自己的“军师作用”，

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扶贫。而且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贫困户在不知不觉中被

脱贫。 

有些政府工作人员和村委会工作人员贪图蝇头小利，攫取私人利益。更可怕的是，有些工作人员私自截留扶贫资金占用国

家有限资源，他们将一些扶贫项目安排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是平时跟自己走得近的农户，严重阻碍了政策的落实。 

2.3产业扶贫项目投放不合理，青壮年流失现象严重 

“一村一产一业”项目没有认真去实地考察各村的实际情况，项目投放都是大同小异且绝大多数为不合理。在农村多以养

殖业为主，但是养殖业的获益周期长和感染疫情等问题，使产品市场行情波动具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农村的自然条件差，使得务农仅仅能维持农民的基本生活，但要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需要外出务工。这样就造成了农村

变“空村”，大多都是“386199 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由于这支“部队”劳动能力不足，导致扶贫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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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进精准扶贫的对策 

3.1精准确定扶贫对象 

一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因素、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精准识别的质量，根据“一看、二问、三访”的工作方法，看清

贫困户的真实情况，工作人员必须严谨细致填写表册，严格按照摸底调查表、建档立卡户信息核查表等相关表册上的内容逐项

了解，一户不漏。二是贫困识别标准不能紧靠人均收入来决定，可考虑将家庭房产情况、土地使用情况、受教育情况、个人能

力和身体状况等因素纳入识别要求中来。三是完善建档立卡户信息管理机制，加大监管力度。 

3.2坚持同向发力，找准问责点 

一是帮扶人员应该发挥“军师”作用，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帮助、引导贫困户，可以为他们介绍合适的工作、建议他们

种植一些经济收益较高的农作物，有条件的还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农户的经济收入，促进农民的不断发展。二是坚持问题

导向，以问责为突破点，并教育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中不踩“底线”、不跨“红线”。将精准脱贫纳入业绩考察范围，对扶贫

工作中出现的“两率一度”低、帮扶走形式等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线索开展核查，通过执纪问责，进一步压实责任。 

3.3项目投入精准，做好防范措施 

一是根据贫困户实际需要开展针对性的帮扶，做到一个贫困户有一个详细的脱贫计划，指导他们进行禽类和畜类养殖的同

时，找专业的技术人员来给他们进行养殖技能培训。二是与县动物疾病防预站密切合作，邀请他们对贫困户开展技术指导，在

可能遇到突发状况时，贫困户有应对之策，将风险降到最小。 

3.4改进基层工作人员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一是基层领导首先要树立和发扬良好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谋事实、做人实”，起到示范带头作用。二是

要赏罚分明，对于廉洁自律的基层工作者予以褒奖和鼓励，对于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依法严惩，以儆效尤。三是工作人员要

求真务实，广泛听取人民群的众意见和建议，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切身地为人民服务。 

3.5加强思想引导“留住”青壮年 

3.5.1开展一系列关于“留家发展”的宣讲活动。 

政府把激活农村劳动力创业提上工作日程，积极引导他们主动参与农村发展建设，更进一步深入开展国家惠民、惠农政策

宣传工作，让他们最大限度地认识到本村、本寨（组）的发展前景和潜力，从而使他们树立远景意识，留村发展。另外，提高

其整体素质，立足于农村发展的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劳动技能培训，进一步提高他（她）们的技术实力。 

3.5.2实施“政府+公司+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 

首先深入村寨（组），召集群众座谈商议，调查摸清情况，分析村情、组情，合理规划布局，找准发展产业的项目。其次，

村委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支持，引进企业进驻。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群众主体”的原则，积极引导贫困农户与公司合

作。由政府具体负责项目规划及资金支持，并与农户协调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既能保障群众利益，又能为企业提供场地，解决

项目投入的前期难题。政府和企业帮助农民成立农业合作社，企业负责供、销环节及技术指导，农户负责实施种植、养殖，通

过“产、供、销”一条龙发展，促进群众增收、企业增效，共同发展。同时利用好农村“绿水青山”的天然优势，大力发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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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观光旅游，进一步拓宽农民增加收入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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