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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政策对提高西南地区农村贫困户生活水平

的积极作用——以屏山县旭光村为例
1
 

敖珦芳 胡威 王朝璐 

贵州大学文学院 

摘要：精准扶贫政策对于解决我国农村绝对性贫困问题具有积极意义。旭光村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下，因地

制宜形成了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社会保障、教育保障、文化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等都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当地人民群众不仅收入得到大幅提高，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而且生活水平也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在发

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产品附加值不高、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干群联系不够密切等。据此，提出坚持生态托底、

实施人才振兴、推进产业融合、加强政策宣传、做好发展规划等建议清单，希冀对今后旭光村的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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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提高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带领中国人民走在减贫事业的前

列，并从中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且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自十九大将“精准脱贫”列为决胜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以来，我国各贫困地区取得飞跃发展，精准扶贫政策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为乡

村振兴提供基础、注入动力。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旭光村在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政策扶持下，摆脱了历史贫困问题，现已蜕变为一

个新型农村。该村的发展模式有力地证明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是精准扶贫政策对提高西南地区农村贫

困户生活水平的一个缩影。 

1 旭光村的基本情况 

屏山县曾是四川省宜宾市下属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于 2020 年 2 月退出贫困县行列。而旭光村则是该县辖区内的一个深度

贫困村，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村内共 12 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 565 户 1 961 人，脱贫户 101 户 402 人,监测户 3户 16 人，

低保户 45 户 95 人，特困户 19 户 19 人，以及残疾人 83 人。脱贫户、监测户的致贫原因为：缺技术 66 户，缺劳动力 6 户，因

病 9 户，因残 11 户，因丧 1 户，因学 7 户，因灾 2 户。经调查分析，缺乏技术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 

2 旭光村的发展成效 

上文提及，缺乏技术是导致旭光村贫困的主要原因，为此相关专家和人员进行了实地调研，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

制定了多样化的产业发展规划。同时，政府从资金、技术等多方面予以大力支持。通过社会合力扶持，旭光村在产业发展、社会

保障制度、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脱贫成效显著，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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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因地制宜，产业富村 

旭光村借助脱贫攻坚的东风，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因地制宜形成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探索出“三种三养一特色”（种

茶、种桑、种果，养猪、养蚕、养兔，特色水产小龙虾）的产业发展模式。该村还办有山油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养牛场、黑斑蛙

生态养殖基地等。该村产业发展共带动脱贫户 96 户，覆盖率达 95%。据统计，脱贫户、监测户家庭总收入已由 2021 年的 4 898 

412 元到 2022 年的 5601 161元，增长 12.5%，村民收益有效提高，产业富村成效显著。 

旭光村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以发展为动力，增收为核心，立足土地资源，做好产业文章。该村创建村集

体经济组织“四川敢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并成立了旭光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发了“旭光香茗”茶叶、“旭光香猕”猕猴桃

等优质品牌，有效推动了产业发展与农产品品牌化的有机结合。另外，该村积极探索销售渠道，通过新兴的电商平台销售产品等

方式，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又实现了群众稳定增收。旭光村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有效助力贫困群众实现

可持续增收的美好愿望。 

在资金支持方面，屏山县筹资建立了“四项扶贫基金”，其中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适用于贫困户发

展产业。扶贫基金的设立为旭光村的村民提供了资金支持，为其发展产业提心振气。 

旭光村注重集聚科技扶贫资源，以科技兴村。2020 年 8 月旭光村正式成为屏山县第一批村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该村积极参

与申报实施宜宾市“优质蚕桑推广示范”（科技扶贫）项目，引进市级蚕桑专业合作社 1 家，新建标准化小蚕共育室 1 个；多次

邀请种植、养殖业专家到村开展专题调研，为旭光村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有效利用专家资源，科学指导、规避风险，做到发展产

业有技术，有底气。 

2.2 完善保障，增进民生 

社会保障作为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扶贫中具有重要作用。旭光村的社会保障也得到了有效发展。2021

年旭光村有 416 人领到养老金，每个月 110 元；2022 年有 438 人领养老金，每个月 115 元。养老保险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一

定保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年轻一辈的养老压力。此外，旭光村为保障农户的居住安全，对贫困户实行了农房改

建补助，对多户贫困户进行不同程度的补助。自 2014 年以来，该村共完成易地扶贫搬迁户 31 户、危房改造 36 户。村民居住环

境得到改善，有效提升了获得感、幸福感。 

旭光村将防返贫致贫作为巩固脱贫成效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点，在村内建立了村领导、村常职干部和驻村工作队、监测

预警网格员的“三级”网格防返贫致贫监测管理机制，明确了各级任务，形成了分工明确、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夯实了监测责

任。旭光村大力开展低保专项治理工作，通过治理杜绝“人情保”“关系保”“错保”“漏保”等情况发生。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全

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解决了低收入群体的温饱问题。2021年以来旭光村共有 58 个家庭 118 人获得低保金 59.807 6 万元；19

人获得“五保”金 14.82 万元；20 名残疾人获得补贴 0.14万元等。 

旭光村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卫生扶贫政策，保障贫困户家庭人口全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大病重病得到政府和社会

救助，小病就近就地得到有效治疗。旭光村在村内设立“屏山县健康扶贫签约帮扶卡”公告牌，便于村民及时了解相关政策。加

强乡村医生的培养，基本实现了户户有家庭医生，人人健康有服务。结合自身特点，灵活开展卫生医疗服务工作。乡村医生还会

为村中贫困户义诊和免费体检，从而提升医疗建设和卫生扶贫的针对性和精准性。村干部定期入户宣传，为村民讲解基本的卫生

常识，村民的卫生意识得到提高。每个村民小组还设置有垃圾集中堆放点，村民的生活垃圾统一放在一处，由专门的卫生人员进

行处理，村容村貌整洁有序，环境卫生得到了改善。 

旭光村围绕实现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目标，多方开辟就业路径，促进村内劳动力多渠道就业。村委积极联系县人社局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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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搜集务工需求信息，通过入户联系动员、广播宣传和微信联系等形式，为年富力强、家庭无拖累的劳动力提供外出就业岗

位。对不能外出且有劳动能力的富余留守劳动力，通过增设公益岗位，吸纳更多的群众就业。 

2.3 教育脱贫，文化振兴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既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亦是脱贫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1]
。为实现教育脱贫，旭光

村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扶贫措施，将国家的优惠政策落地。诸如桃李工程、栋梁工程、“雨露计划”工程

以及教育扶贫救助基金等，还有不同阶段的补贴政策。2021年以来，旭光村共为 16 名学生发放“雨露计划”补助资金 2.4万元。

2017 年以来，旭光村共有研究生 5 人，大学本科 78 人，大学专科 46 人，村民文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扶智工作成效显著。此

外，旭光村与四川润后特种纤维有限公司达成长期合作关系，该公司向旭光村的儿童捐赠学习用品，累计帮扶资金超过 15 万元，

推动旭光教育事业发展。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不仅提高了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遏制贫困代际传递，同时为精准扶贫以及全面

小康注入了强大能量。 

2.4 建设文化，丰富精神 

脱贫工作不仅仅是要让人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还要让精神世界也丰富起来，因此文化建设在扶贫工作中也不容忽视。旭光村

因地制宜，走出了具有旭光特色的文化建设道路。旭光村的文化建设重点在于丰富村民文化活动及健全相关服务设施。在丰富村

民文化活动上，旭光村注重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的传承，积极邀请帮扶单位到村中开展重阳庆祝活动及慰问活动、农民运动会和

国庆联欢晚会文艺汇演等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这些举措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让村民在其乐融融的活动氛围中感受传

统文化和传统节日的魅力，提升了老百姓的参与感和幸福感，同时无形当中拉近了村干部与老百姓的距离。此外，旭光村不断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并于 2018 年建成“1+6”党群服务中心，在服务中心设置了图书室、档案室等，并在村活动室建设了农民

健身运动场，这些场所的设立和设施的完善为旭光村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持。村委还利用广播对村民进行宣传教

育，内容包括安全、时政热点等多方面，使村民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 

2.5 完善设施，健全服务 

交通和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稳步带动了旭光村的发展，为实现全面脱贫打下坚实基础。为了摆脱贫困，促进

共同富裕，旭光村全面落实国家的“村村通”工程，在村里铺设了水泥路，持续推进农村通户硬化道路建设，实现每村每户都通

水泥路。旭光村的水电、网络等也均实现了户户通，村民生活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 

积极建设饮水设施，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农村饮水安全事关亿万农民福祉，旭光村着力解决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加大

工程建设力度，和当地企业合作，实现了家家户户通自来水。村委积极协助对上争取公益项目，新建“农村饮用水巩固提升”示

范点 1 个，帮助旭光村新增安全饮水水源点 1 个，巩固提升周边近 100 户 300 人饮水安全；在村内易地扶贫搬迁聚居点安装“农

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1 个，对旭光村聚居点和党群服务中心的生活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解决原有管网泄露污染

问题。群众生活卫生条件得到改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提高，村民的生活幸福感也更加强烈。 

总结而言，旭光村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重点在产业、民生、教育、文化、设施“五位一体”上共同发力，为服务好脱

贫摘帽的大局精准定位。从干部到人民群众，从政策颁布到落实，旭光村经过几年的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于 2018 年底成功脱

贫摘帽。至此，旭光村精准扶贫各项任务全部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旭光实践取得决定性胜利，为旭光村今后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以及进一步的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3 旭光村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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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光村在精准扶贫的政策帮扶下，虽然取得了上述成效，但仍存在部分问题。 

3.1 产品附加值较低 

拉动旭光村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为种植经济作物与养殖家禽家畜。村民在售卖产品时多为直接销售初级产品，暂未发展深

度加工业，产品附加值较低，减少了村民的收入。同时，该村集体经济的品牌意识欠缺，知名度不高。该村打造的“旭光香猕”

和“旭光香茗”品牌宣传力度远远不够，这限制了其销往更大的市场。 

3.2 基础设施需进一步完善 

基础设施是发展村集体经济的配套建设，是不可估量价值的主要元素
[2]
。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地部分时期存在农业用水短缺的

问题，一般是在干旱的时候农业用水难以保证。2022 年夏季当地持续了长达两个月的干旱，猕猴桃受灾严重，不少村民因此失

去种植信心并表示来年不愿意再种猕猴桃。该地域旱季降雨少，又处于水源地上游，其他地方的水源难以输送到此，所以一旦发

生干旱，抗风险能力就比较薄弱。加强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 

3.3 干群联系有待加强 

在调研走访当地村民时，存在少部分民众对村干部评价较低的情况。进一步了解情况得出部分民众与村干部的误会在于对

政策的不熟悉。他们只是对政策有所了解，但并不清楚政策实行的具体条件、要求等，这就导致误解产生，从而在村干部进行工

作时，民众有不配合不理解的现象发生。群众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4 对旭光村的发展建议 

针对旭光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4.1 坚持生态托底 

在 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

体系，强调在做强做优村级产业的同时还要注重环境保护，不能“杀鸡取卵”式地贪图一时发展。要想实现长远发展，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基础。所以要保护良好的环境这一农村的宝贵财富和最大优势，必须要坚持乡村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2 发挥引领作用 

实现乡村长效振兴，发展产业是根本，而发展产业必须加强村级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让村党支部在发展村级产业的过程中发

挥引领作用。发挥村“两委”和党员的作用，要坚持把管党治党延伸到基层，要发挥好考核奖励指挥棒作用，充分调动村党支部

和党员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4.3 实施人才振兴 

让农技人才扎根农村，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一是要提高农村科技人才的报酬，让农民成为有吸引

力的职业，让有能力的年轻人担大任，唱主角，组织带领农民发展好村级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二是吸引人才参与村级产业

经营管理，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吸引在外打工人员回乡就业创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完善农村人才引进补

充的生态机制
[3]
，真正实现人才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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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推进产业融合 

通过保底分红、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吸引农民加入集体经济劳作模式，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转租给村委或集体，

统一协调规划种植经济作物。同时，充分利用当地特色产业，集聚优势，加强联合，以谋求形成新的产业发展融合模式。 

4.5 加强政策宣传 

据调研得知，国家部委下达政策到村时，村委干部缺乏与村民的深入交流，较少给村民进行文件的整体性解读和宣传推广，

致使部分群众对文件的领悟仅仅是一知半解，并不清楚政策实行的具体条件、要求等，导致干部工作受到误解。因此，通过干部

定期入户宣传政策、举办政策解读会等方式促进人民群众对政策的了解十分必要。 

4.6 争取上级支持 

资金不足、技术欠缺、设施不全是当前该村乃至西南地区绝大多数村落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有效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是寻

求上级组织支持。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人才的引进等问题的解决。 

5 结语 

旭光村通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从无安全饮用水、无硬化村道、无集体经济来源、部分群众无安全住房的典型“四无”贫

困村，变成了今天房屋整齐划一、道路宽广整洁、产业欣欣向荣的美丽新村。这一系列的成就离不开党的科学发展规划和政策支

持，以及基层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精准扶贫的实施是促进旭光村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精准扶贫工作的顺利完

成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者在新时代的完美衔接将会助力旭光村走向更美、更强、更幸福的新村道路。其发展经验也

可以为西南贫困的农村地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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