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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三问：脱贫攻坚战，怎样打好精准组合拳？

文/本报记者刘睿王树天刘晓君郑慧英牛天甲

2016年， 我区21.2

万名贫困群众脱贫，12

个自治区级贫困旗县摘

帽， 脱贫攻坚战首战告

捷。 这是全区各级扶贫

部门递交的一份精彩的

民生答卷。

“到2017年基本消

除绝对贫困现象，26个

自治区级贫困旗县全

部摘帽，到2020年现行

标准下的80.2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稳定

脱贫，31个国贫旗县全

部摘帽。” 这是自治区

党委、 政府的庄严承

诺。

根据《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政府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决定>意见》精神，我区

相继出台《盟市党委、政

府（行政公署）扶贫开发

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内

蒙古自治区社会救助与

扶贫开发政策衔接实施

方案》《贫困退出机制的

实施意见》《贫困旗县统

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涉牧资金试点工作的

实施意见》《脱贫攻坚

督查巡查办法》等政策

性文件，涉及扶贫领域

的方方面面。扶贫政策

体系不断完善，扶贫责

任便一步步压实。自治

区、盟市、旗县全部成立

了党委书记任组长的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 成立

脱贫攻坚推进组专项推

进。 党政主要领导以上

率下、亲自推动落实，各

级政府层层签订了脱贫

责任书。 建立38位省级

领导“一对一”联系38个

贫困旗县制度，带动409

名盟市级领导、1852名

县处级领导分别联系贫

困苏木乡镇和贫困嘎查

村。

自治区党委书记李

纪恒强调， 内蒙古在今

后3年时间打赢脱贫攻

坚战， 就必须切实做到

精准施策、精准推进、精

准落地、 真扶贫、 扶真

贫、真脱贫。

幸福安康是民心所

向，脱贫攻坚任重道远。

脱贫攻坚路上如何做到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

准到户、精准到人、找对

“穷根”、明确靶向，在今

年两会上， 代表和委员

纷纷出点子、献良策。

脱贫攻坚首战告捷

现状

“现在中央的扶贫政策

力度很大、 含金量很高，只

要精准落实到位，贫困群众

就能脱贫致富。”人大代表、

兴安盟阿尔山市白狼镇鹿

村党支部书记郑晓林说。

郑晓林告诉记者：“精

准扶贫最关键的是将措施

精准落实到贫困人口头

上，在这方面，我们村的经

验是召开村民大会， 选出

贫困户，对他们进行帮扶。

首先， 我们以股份制的形

式成立旅游产业公司，让

贫困户用政府发放的扶贫

资金入股， 同时带动他们

学会制作一些旅游纪念

品，实现就业。这样做，贫困

户不仅有稳定收入，年底还

可以分红。此外，通过政府

的政策，我们为每个贫困户

贷款5万元， 投入到当地的

龙头企业，每人每年可以获

得8%的股份分红， 并鼓励

他们到企业就业。我们还通

过政府搭台、企业运作的模

式，帮助贫困户脱贫。通过

这几个精准扶贫项目，现在

我们村的多数贫困户已经

脱贫， 人均收入每年达到2

万元。”

郑晓林认为， 实施精

准扶贫， 要特别注重对贫

困人口数据的动态掌握，

时刻做到心中有数。 各地

应该结合地方发展特点，

为贫困户订制一系列扶贫

“套餐”。 政府除了为贫困

户提供扶贫资金外， 还应

该指导贫困户合理利用扶

贫资金，跟踪资金的去向，

实现利润最大化。

“扶贫不能只靠补贴

和援助， 而是要从根本上

提高贫困地区的发展水

平，增强其造血能力，在扶

贫过程中，要切实将输血变

为造血， 强调精准扶贫，把

钱花在刀刃上，用好贫困地

区的区位优势、 资源优势、

劳动力优势， 形成扶贫、减

贫的长效机制。”政协委员、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副旗长

孙丽斌对记者说。

孙丽斌介绍， 在扶贫

工作中， 阿荣旗根据六个

精准， 将贫困户和贫困对

象进行了分类识别， 并在

产业扶贫上下功夫， 通过

龙头企业带动， 以新型农

牧民合作社组织为纽带，

立足区域资源优势， 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 走出了一

条产业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让贫困户有了一份长期稳定

的收入。输血式扶贫不如造

血式扶贫，阿荣旗在扶贫攻

坚工作中，除产业扶贫外，还

通过劳动力就业扶贫、电商

扶贫、 新型产业带动扶贫、

特色种养业带动扶贫、旅游

扶贫等多渠道扶持方式，让

贫困户有谋生之道，稳步脱

贫，不因故返贫。与此同时，

阿荣旗还强化兜底保障，实

施精准特惠救助脱贫，按照

‘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

的原则， 加大脱贫救助力

度，使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基

本生活得到切实保障。

孙丽斌认为， 提高造

血能力主要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就业扶贫，增加贫困户

劳动就业机会。产业扶贫，让

贫困户有劳动致富的舞台。

教育扶贫， 为每一户贫困家

庭培养一名高素质的劳动

力。旅游扶贫，合理开发当地

的旅游资源， 为贫困群众创

造在家乡就业的机会。另外，

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

也可积极推动贫困地区与

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对接。

“精准扶贫最重要的

就是要摸清底数、 找准穷

根， 真正了解贫困地区群

众的所需所盼， 寻找脱贫

致富的正确路径。 只有搞

准了这些情况， 才好分类

指导、因户施策。”人大代

表、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农

民刘桂贤说。

2004年， 刘桂贤在兴

和县城关镇南关村成立了

蒙兴农民专业合作社，主

要以饲养奶牛为主。2014

年， 刘桂贤的合作社转型

升级为标准化养殖牧场，

通过建立“企业+基地+贫

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鼓

励贫困户加入养殖牧场，

大力发展奶牛、肉牛、肉羊

特色主导产业， 带领当地

50余户贫困户脱贫。

刘桂贤说：“在农村牧

区实施精准扶贫，还得依靠

当地的龙头企业和合作社，

发挥其对贫困人口的组织

和带动作用。对龙头企业和

合作社来说， 他们的厂房、

设备、技术人才、市场销售

渠道都是现成的，针对那些

自愿加入合作社和龙头企

业的贫困户，政府可以定向

注入扶贫资金，助力合作社

和龙头企业做强做大，贫困

户不仅能就业， 还可以分

红。其实，这要比今天给贫

困户低保金，明天给贫困户

救济金更有意义，因为短暂

的资金扶贫并不能帮助贫

困户真正脱贫。”

“知道病因，才能对症

下药。在扶贫的过程中，只

要找准病根、 整合资源、因

地制宜、精准施策，就能打

赢这场硬仗。” 在对贫困现

象进行深入调研和思考后，

政协委员、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经管局副局长何忠萍说。

多年的实地调研和摸

索，何忠萍发现贫困群众致

贫的原因不一，有因病致贫、

因灾致贫、因劳动能力弱致

贫、因沾染恶习致贫等。在她

看来，以前的扶贫是大水漫

灌式，现在实施精准扶贫，就

要对贫困群体的致贫原因

进行分析和梳理，找准穷根，

进行有效帮扶，变漫灌式扶

贫为滴灌式扶贫。

何忠萍认为， 随着我

区精准扶贫的脚步越来越

坚实， 在帮扶贫困群体的

过程中， 要强化帮扶的针

对性， 确保扶贫对象的精

准性，根据贫困户的家庭、

人口、生产技能、年龄等情

况， 为他们量身定制脱贫

计划， 将帮扶方案细化到

一家一户， 切实为贫困户

找到致富的路子。

孙丽斌委员：将扶贫从输血式变为造血式

刘桂贤代表：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助力扶贫

何忠萍委员：找准穷根量身定制脱贫计划

郑晓林代表：指导贫困户合理利用扶贫资金

技术员（右）指导贫困

户种植蔬菜（资料图片）

黄牛养殖助力群众脱贫（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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