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热点】 

来自脱贫攻坚一线的调查报告 

最近，收到不少热心读者的来信，在为精准扶贫取得巨大成就而振

奋的同时，针对当前基层的实际工作，也指出了一些发展中的新问题和

亟待加强完善的环节。精准扶贫，越是到了攻坚阶段，越都是难啃的骨

头，所谓“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读着这些有温度有情怀的来信，字字句句都是催促和鞭策，呼唤我

们到脱贫攻坚的一线去，触摸大地的脉搏，认真倾听贫困地区干部群众

讲述他们的脱贫故事和思考。 

——编者 

层峦叠嶂，沟壑纵横，一条蜿蜒曲折的砂石路，通往哀牢山深处。 

从云南省元阳县城往村里赶，山路盘旋。红河哈尼梯田，像和远方

的客人捉迷藏，一会儿映入眼帘，一会儿又躲到山后。正是大春季节，

田里灌满了水，层层叠叠的梯田倒映着蓝天白云，却又掩映在茫茫云海

中。这幅山水田园画，哈尼族人世世代代雕琢了上千年。 

70 多公里，行驶了 3 小时。交通闭塞，基础条件薄弱，深度贫困像

绵延的大山，横亘在这里多少代人面前。然而今天，党和政府要带领群

众，彻底搬开它。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是党中央的庄严承诺，是全国人民的殷切期盼。 

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人口减少 6800 万，

贫困发生率从 10.2％下降到 3.1％，脱贫攻坚力度之大、影响之深，前



所未有。如今，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要面对的是“难中

之难”“坚中之坚”。记者历时一个多月，奔赴安徽、云南、内蒙古，深

入大别山、乌蒙山、大兴安岭腹地的贫困地区，采访了奋战在脱贫攻坚

一线的干部群众。 

脱了贫如何稳得住？ 

如期脱贫，基层干部群众满怀信心。稳定脱贫，是深度贫困地区一

些群众面临的问题 

茶田片片，微风习习，大别山深处的安徽金寨县全军乡全军村，生

机盎然。新建的村民小区，一码的二层小楼整齐排列，水泥路铺到家门

口，村卫生室收拾得井井有条。212 户贫困户在政府扶持政策的帮助下，

喜迁新居。村党支部书记杨俊说：“生活条件变了，人的面貌也变了，

衣服穿整齐了，脸都洗得干净些了！” 

金寨县委常委汪洪涛介绍，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4 月到金寨视察

后，干部群众备受鼓舞，撸起袖子加油干。县委县政府用脱贫攻坚统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民生建设大幅提速，干部群众对如期脱贫满怀信心。 

“脱了贫，更要稳得住！近年来我们大力提升茶叶品质，开发生态茶

园 2 万多亩，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群众稳定脱贫心里更有底了。”金寨

县麻埠镇是六安瓜片的核心产区，党委书记乐绪琴考虑最多的是稳定脱

贫。 

基层干部群众对 2020 年实现脱贫目标底气十足。但随着脱贫攻坚

的深入推进，大家更加认识到稳定脱贫的重要性，围绕稳定发展做起了

文章。 



“有阳光就有收入”，金寨县的光伏产业扶贫，让贫困户实现了家门

口就业增收。“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村庄”的金寨县，近年来扶

持引导群众，利用房前屋后和边角地搞起了光伏发电，机动灵活，发展

了户建、联户建和集体建的光伏电站。目前，全县光伏扶贫电站总规模

达到 19.02 万千瓦，26248 户贫困户户均年发电收入或分红不低于 3000

元。 

稳定脱贫，产业发展是基础。云南省武定县委书记李玉林深有体会，

有产业带动，脱贫人口才能持续增收，易地搬迁才能搬得出、稳得住。 

当然，培育壮大一个产业需要过程，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交通不

便，基础设施欠账多，物流成本高，配套产业缺乏，让许多企业望而却

步。 

就拿武定来说，属于乌蒙山片区深度贫困县，自然环境恶劣。山区

面积 97%， 68 个深度贫困村要么集中在金沙江以南燥热河谷地区，要

么就在海拔 2000 米以上的高寒冷凉地区，发展产业颇费思量。 

记者调研发现，大多数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短平快的种养殖业面广点散，但深加工不够，形不成拳头产品；卖难问

题突出，特色农产品藏在深山人未识，卖不上价。 

在大山的怀抱里，村民们和记者聊起了心事儿： 

“种庄稼靠天收，像押宝！一旦春旱夏涝，庄稼可就遭殃了。” 

“去年橡胶没有割，市场不好，没人来收！” 

“2016 年羊肉价格好，大家一哄而上，通过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买

了不少羊羔。可等到羊羔出栏，市场价格跌得厉害，只能亏本卖掉……” 



“我们大别山茶叶好，药材好，遍山都是宝，如果有大企业参与开发，

一定很有前景！” 

资源如何吸引资本，资本又如何激活资源？这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

坚战，对各方发展都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抓住机遇，就能乘势而上。贫

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只有长短结合、大小结合、内外结合，才能兼顾灵

活就业与长期发展、快速增收与稳定致富的问题。否则，一时间，小企

业走不出去，大企业请不进来，山区产业发展扎不下根，抗风险能力弱。 

对贫困地区群众来说，产业发展是“造血”，防病治病是“止血”。 

记者调查所见，当前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的在 70%左右。 

精准扶贫，攻城拔寨靠发展，安营扎寨还得织密健康网。为此，各

地大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大病住院设定了“封顶线”，住院费用个人承担

部分不超过 10％，多出部分由政府承担。 

可是，如果贫困地区群众卫生状况得不到提升，医保支出对各级财

政也是不小的负担。 

因此，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稳定脱贫意义重大，是脱贫

攻坚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内蒙古兴安盟展开了“治未病”探索。兴安盟

地处大兴安岭南麓，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因病致贫的占 50％以上。

农牧民平时饮食重油重盐，高血压、高血脂、心血管病相对高发。兴安

盟卫生部门指导村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进村入户宣讲吃盐重的危害，

还为每户配发了盐勺。“刚开始确实不习惯，没有咸菜吃不下饭！但身

体是本钱，必须慢慢习惯。”村民何春胜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群众满意度如何提升？ 



既不能降低工作标准、影响质量，又不能脱离实际，要实事求是 

精准扶贫效果如何，关键看群众有没有获得感，满不满意。满意度

是检验脱贫攻坚工作的“试金石”。 

为了对贫困人口识别准确率、贫困人口退出准确率、帮扶工作群众

满意度进行科学评估，政府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制。 

“这有利于客观、全面了解精准扶贫效果，避免被评估单位‘既当运

动员又当裁判员’。”内蒙古扶贫办副主任王幂生说。记者采访的扶贫干

部也纷纷表示认同。 

中央提出“两不愁三保障”的精准扶贫的目标任务。记者采访中，贫

困户普遍最关心的，也是收入、住房、看病、上学等问题。然而，各地

有各地的情况，各户有各户的想法，具体帮扶得把准脉，帮到点子上。

否则，剃头挑子一头热，满意度就不会高。 

安徽凤阳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认为，满意度评价，要确保既

不降低标准、影响质量，又不脱离实际，要实事求是。李锦柱在县机关

工作时，对口帮扶三户人家各有特点：一户善于琢磨，能打听到的政策

好处，哪一个都不想落下；一户缺乏自主发展意识，教他干啥他干啥；

还有一户，一心只想盖新房。“有时候，其他方面都满意，就一条没达

到心愿就不乐意，怎么也说不通！”但因户施策、以心换心，最终还是

赢得了满意。 

在采访过程中，满意度评价成为扶贫干部的热议话题。 



关键是评价工作要接地气。不少基层干部提到，一些专家学者，尤

其是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年轻人对深度贫困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农村情

况了解不深，评估结果容易出现偏差。 

“你家专业帮扶人是谁？”“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吗？”面对评估

组年轻同志的提问，贫困户一头雾水。一位扶贫干部说，“不少少数民

族贫困户，听不懂普通话，更别提那些专业术语了。几个问题折腾半个

小时，我站在旁边，急得直跺脚，但不能介入。” 

还比如，农村地区有些群众习惯于隐瞒收入，一是谦虚，二怕露富。

如果不深入了解，就可能失真。一位镇干部说，有一户家庭在评估考核

时说没脱贫。结果一查，该贫困户银行卡上趴着 9 万元存款。 

还有同志建议调整评价机制。满意度调查，为了更全面客观，既访

贫困户，又要访周边群众。实际情况却产生了偏差，比如“边缘户”问题。

那些与贫困户收入水平接近，但不符合贫困标准的农户，不能享受扶贫

政策，但遇有突发疾病或天灾，很容易致贫。因此，他们心里有些不平

衡。 

医疗救助，贫困户全部纳入了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住院治病的费

用控制在 10%以内。但一般群众如果患了重病，就享受不到这么多政策

红利。有位干部算了一笔账：做一台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医药等花费

大概 5 万元，贫困户只需花费 4000 元左右，而一般户则要花 3 万元。“边

缘户”觉得“亏大了”。 

如何改进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呢？ 



“现在，考核时扶贫干部必须回避，考核结果不反馈，直接带回去了。”

金寨县双河镇大畈村第一书记吴辰华建议，为了避免“误伤”，可以把结

果反馈给地方，双方交换意见。第三方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采信。 

内蒙古扎赉特旗的一位扶贫干部认为，第三方评估可以选用第一书

记参与其中，他们熟悉农村、懂老百姓，采取国家统筹、该回避的回避、

混编选派，评价或许会更加全面客观。 

务实作风如何落地生根？ 

基层干部群众反感形式主义，必须持之以恒力戒漂浮作风，反对官

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干部作风大为好转，干事创业、务实担当的多了，

作风漂浮、搞花架子的少了。但不可否认，一些地方脱贫攻坚工作中，

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农村沼气国债项目”“农村危房改造”“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明白

卡”“结对帮扶明白卡”“革除陋习，八提倡八反对”“不等不靠，自力更生

摘穷帽”“2018年度脱贫攻坚帮扶明白卡”，在一家贫困户的门口，挂着

7 块牌子。贫困户得到这么多关照，当然是好福气，但牌子挂多了，也

免不了好多应酬和麻烦。 

“有一天陪了 6 个不同的工作组，贫困户只能待在家里，没时间下地

种田。”一位扶贫干部介绍，这位贫困户腿脚不方便，好不容易走到田

埂上，又被镇上的干部叫了回去。 

在某县，原本不少农户想种植柑橘，但镇上为了完成县里要求，向

村里下达甘蔗种植任务，村里只能分派到户。村镇干部一脸无奈：“长



不好、卖不出去，那是半年后的事儿了；可如果完不成任务挨上级批评，

就是马上的事儿了！” 

有些时候，形式主义消耗了政策效能，降低了工作效率。基层同志

反映，相关部门之间扶贫信息不能共享，各自为战，造成基层重复劳动。

比如说完善贫困户档案工作，要了解住房改造前后对比、种植养殖种类、

扶持项目公示等内容，必须挨家挨户了解。山路不好走，贫困户住得分

散，入户调查相当费时费力。各部门的调查任务如果合在一张表上，效

率就大为提高。 

文山会海牵扯精力。“扶贫办一正三副，经常四个人同时参加会议，

都忙不过来。”一位扶贫办负责人告诉记者，本部门的会要参加，其他

部门的关系不大的会也要参加。更让人疲于应付的是，不少会重复开。 

一位基层干部说，整治形式主义，得先从官僚主义入手。对此，不

少扶贫干部深有体会。“明天领导来县里检查，请找一个离高速公路 30

公里以内的深度贫困村！”接到电话哭笑不得，交通这么便捷的深度贫

困村，上哪儿找？ 

要想有深度，不能怕走路。目前，依然有少数领导干部下基层蜻蜓

点水、走马观花。那些交通不便，脱贫攻坚任务更艰巨、更需重视的地

方，去的领导反而少。 

与此同时，各类检查如果过多，也会干扰一线工作。一位驻村第一

书记讲述：有位市领导要来调研，为了迎接检查，大家连夜制作展板。

领导看展板就 10 分钟，可是为了这 10 分钟，不仅花了冤枉钱，几个干

部一两天都干不了正常工作。 



还有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让得到帮助的群众有意见，也让基层干

部落埋怨。在某村，记者发现一件奇怪的事。一户 4 口人的建房明白卡

上写着：总面积 180 平方米，其中农户占地 98 平方米，亲属 16 平方米，

扶贫投资公司 66 平方米。扶投公司占股老百姓的房？当地干部解释：

之前为了顺利搬迁，按照 180 平方米盖的。后来，国家明确每人不超过

25 平方米，省里责令整改。可是房子已经建好，只好出此下策。 

压实责任如何增添动力？ 

基层扶贫干部奋战在“攻城拔寨”的第一线，压实责任的同时，应该

给予他们更多体谅和关心 

“真干真累人，真干真能上，真干真变样！”金寨县白塔畈镇龚店村

党支部书记蒲星光，当了 31 年村干部，今年 57 岁了，依然干劲十足。 

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在特殊时期，遇到了一项特殊事业，

责任重大又光荣无比。”“用干部脱皮，换群众脱贫。”扶贫干部这些话

发自肺腑，掷地有声。 

“以前我们村基础薄弱，人居环境差，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16

年，通过异地扶贫搬迁，乡亲们住得舒心了！”他戴着草帽，皮肤黝黑，

像是农民，可说起话来有板有眼。他叫李跃文，是武定县司法局副局长，

担任龙庆关村第一书记已经 3 年了。 

像李跃文这样，一头扎进基层，扎扎实实帮扶群众的干部，“白加

黑”“五加二”是工作常态。 

辛苦归辛苦，该严管的还得严管。一些基层干部建议，对基层的检

查督察要科学安排，多传导压力，少分散精力。 



某地级市扶贫办主任扳着手指头，细数各类大大小小的督察有 10

多种。2017 年，他们迎接上级检查扶贫工作就有 87 次。 

在采访中，一位基层干部反映，有个检查组检查扶贫工作，一见面，

就要求上报 3 个反面典型。“这让人很为难，也容易刺伤基层干部的自

尊心。” 

基层干部建议，检查督察是传导压力、推动工作的有效方式，但应

整合相关力量，把握好节奏，实事求是，体谅基层难处。 

记者发现，基层有时候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比如扶贫资金短期滞留问题。没钱为难，有钱还是为难。“去年，我

们要修条路，年初申请了专项资金，但等到 6 月资金才到账。有钱了，

本该高兴，却让我犯了愁。”一位县委书记面露难色，因为上面要求 8

月之前就必须完成工程的 80%。可是，项目设计、规划、招标等工作都

需要时间。如果仓促上马，质量不过关；如果按流程走，资金趴在账上，

就得承担被追责的风险，进退两难。 

也有基层干部反映，涉农涉牧资金，个别时候出现了“不会整、不敢

整、整不动”的现象。因涉农涉牧资金分散，作用发挥不佳，国家对深

度贫困县开了口子，可以整合。可是，尽管上面出台了政策，但下面没

有对接细则，而各路资金都有自己的“婆家”，如果整错了，上下都得罪。

因此，资金整合往往落不到实处。 

对待基层扶贫干部，严管之外要有厚爱。要压担子，也要铺路子；

要结果导向，也要看重过程。内蒙古兴安盟副盟长隋维钧建议，对基层

扶贫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在荣誉、待遇、成长进步上，多些关心关怀。



“如今，兴安盟在提拔干部时，向基层扶贫干部倾斜，保证了一定的比

例。” 

脱贫内生动力如何激发？ 

看不见的贫困才是最大的贫困，扶智扶志，需要久久为功 

安徽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穿过整洁的街道，是一排排白墙黑瓦

的新楼房。40 年改革发展，小岗村如今已经行进在小康路上，但仍然有

20 多户因病、因伤致贫的人家。 

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刘占勤，笑着迎了出来。前些年，丈夫在外务工，

摔坏了后脑，生活不能自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还有两个女儿在上学，

刘占勤毅然挑起了家庭重担。为了挣学费和医疗费，她赴浙江打工，把

丈夫带在身边照料。 

“如今政策好，通过危房改造搬进了新房，丈夫也办了大病医保。日

子渐渐好起来了！”村里还为贫困户设立了一些公益岗位，刘占勤就近

在小岗村的培训中心上班。生活安定，丈夫渐渐恢复，已经可以进行简

单的对话交流。 

记者离开时，回头看到她还站在门口。个头不高，身材瘦弱，略显

沧桑的脸庞，分明透出自信的光亮。 

采访中，也了解到一些有关贫困户的消极现象：“好不容易给他争取

到了产业扶贫资金，可他拿去赌博了”“危房改造现场，扶贫工作队忙前

忙后，他却在一边站着看”“帮忙找好了工作，谈好了工资，可没干几天

就跑回来了”…… 



看不见的贫困才是最大的贫困。尽管和前些年比，国家物质基础增

强了，扶贫力度加大了，但必须在贫困地区、贫困户中间厚植艰苦奋斗

精神，这事关脱贫，更事关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是一项基础性、长远

性的工作。 

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说到底是扶智扶志。在这一轮精准

扶贫中，各地更加注重贫困群众文化素质的提升，一方面着力实用技能

培训，提高脱贫本领；另一方面，着力宣传教育，增强脱贫动力。 

贫困地区农民缺乏务工技能，既是致贫原因，也是就业“短板”。在

云南武定县，以前有些贫困群众只能靠山吃山，养几只羊、捡野生菌，

或者打打零工，一年到头也没有多少收入。现在他们大多凭一技之长走

上了脱贫路。今年春节一过，猫街镇五柞甸村的章德文夫妇就坐上了县

里调集的务工大巴，去云南农垦蔬菜公司参加培训。“路费、培训没花

一分钱，现在我们夫妻俩一个月收入超过 6000 元，多攒点钱，早点建

新房！”章德文对未来充满信心。 

“贫困户掌握一技之长，就能凭本事吃饭。”武定县人社局负责人说，

2017 年以来，武定在全县各村寨举办了家畜饲养、砖砌工、电焊工、刺

绣、中式烹调、农机修理、电工、家政服务、计算机操作员等 10 多个

类型的技能培训。共培训农村劳动力 25000 人次，其中培训贫困人口

15000 人次，有力地激活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内蒙古兴安盟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考虑，开展了“一带二转三

改”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一带就是旗委、四大班子、苏木镇、驻村第



一书记一级带动一级，二转是转变思想观念、生产方式，三改是改变生

活环境、陈规陋习。 

鼓起他们的心气，就扶起了一个个家。面对一些因客观原因而陷入

贫困的家庭，需要扶贫干部付出更多爱心和耐心。 

扎赉特旗阿拉达尔吐嘎查村民赵斯琴，腿有残疾，两个女儿，一个

上大学，一个读研究生，是典型的“因学致贫”。 

“政府给了 3 万元扶贫资金，买了 3 头母猪，20 头猪仔，还建了 80

平方米的猪舍。”说起党的好政策，赵斯琴有些激动。两个女儿每年每

人还给 1 万元的教育资助。 

赵斯琴家的房子不大，只有 60 平方米，但足够住了。卧室窗明几

净，衣被叠得整整齐齐，女儿房间的床头柜上摆放着在大学期间的荣誉

证书。院子一侧的厨房和洗澡间，也都收拾得井井有条。 

“日子是给自己过的，干得好，政府还给奖励，感觉很有信心！”这

句朴实无华的话，充满了感恩与自励。 

扶起一个，带动一片。“赵斯琴行动不便，都能勤劳干事，我们得向

她学习！”周边的农牧民，说起赵斯琴，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 

黄昏时分，霞光辉映，炊烟袅袅。脚下的路笔直宽阔，抬眼望去，

融进了壮阔无垠的草原深处。（人民日报记者张毅、黄庆畅、武少民、

金正波、丁志军、韩俊杰、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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