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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到 19 9 9 年底
,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还有 3 2 口口万人
,

贫困人
。在较长一段时间还将存在

。

贫困人口的分布会越来越分散
,

荆余贫困人口

越来越集中于自然条件恶劣
、

经济落后地区
,

扶特难度进一步加大
。

2 7

世纪确定什么样的扶贫战略
,

来取什么样的扶贫方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

十分紧迫的任务
,

是当前摆在政府决策者面前一个业待解决的严峻课题
。

文

章在上述背景下
,

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进行探析
,

以期为政府的反贫困战略

提供思路和依据
。

关锹词 : 贫困人口 ; 扶贫开发 ; 发展思路 ; 发展路略 ; 2 1 世纪

近 10 多年来
,

党和政论坚持
“

脱贫
、

致富
、

摘帽
”

的建设目标
,

从实际出发
,

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
,

取得了一些成效
,

199 9 年贫困人口从 19 85 年的 1
.

25 亿

人减少为 32加 万人
,

贫困人口比重由 14. 8 % 降低到 2 .6 %
,

从而启动了贫困地区内部

的经济活力
,

使农民生活收入大幅度提高
,

贫困程度明显缓解
,

扶贫成效显著
.

但由

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探讨贫困地区如何立足自身资源
,

发挥优势
,

挖掘潜力
,

向

前发展
,

已成为重要研究课题
.

本文结合实际作些粗浅探讨
.

1
.

扶贫措施
1

.

1移民效果明显

近 10 年来
,

改革开放加快了经济发展
,

也促进了贫困地区人口的迁移和流动
,

大体的格局是 : 山区一平原一城镇一大城市一铅海地区或国外
,

大的环境趋势有利于

贫困地区移民
,

从而使移民脱贫率增高
.

198 3一 199 2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居住在南部

干旱的黄土丘陵区的贫困农民移至该区的北部平原
,

前后移民 2O 多万人
,

8(X以) 亩

沙土变成耕地
,

大多数移民脱贫
.

在我国的沿海部分地区也初见成效
。

沿海附近及南

方地区则是从贫困地区移民到条件好的地区充当劳动力或当工人
,

如广东省从清新县

往清远县和花县移了 1万贫困农民
,

其中大部分代替上述两市农民种地
,

少部分成

为工业劳力
,

相当一部分脱贫
,

少数人成为乡镇企业骨干
。

广西环江县李果场
,

是一

个异地移民开发试点场
,

全场 1肠户全部来自深山区最贫困的 6个乡
.

19 89 年建场

以来开垦荒坡地 2义力亩
,

种植三华季 4 万株
,

1卯1年产果 65 万 k g, 人均 口粮

邓业 g
,

人均收入 3刀元
,

即% 的农户进场后第二年就解决了温饱
。

199 3 年三华李

的产量超过了 100 万 k g
,

农民仅此一项收入人均就在 800 一 17的元
,

建场时借贷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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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资金逐步收回
.

L Z 发展农
、

科
,

教

要变自然优势为经济优势
,

亨比幻巴度取决于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的提高
.

实行农
、

科
、

教三位一体
, “

开教育之渠
、

引科技之水
、

灌农业之田
” ,

多层次多渠道开展农

民技术培公!I
,

采取向妇女劳动力倾斜
,

向基层干部倾斜
,

向新技术新产业倾斜的办

法
,

千方百计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综合素质
.

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

近十年

来贫困地区教育有很大的发展
,

政府投入增加
,

办学条件改善
,

拓% 的农村已普及

,J哗教育
,

普及 9 年制义务教育正在实施
.

每年有 2以刀万人次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

训
,

燎原计划示范乡已达 5(X刃多个
.

通过兴办教育和推广科学技术
,

使数以万计的

农村实用技术人才脱颖而出
.

增大科技含量
,

有序开发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

治贫先

治愚
,

国家采取措施提高人民的文化科技水平
,

先后在青
、

甘
、

粤实施
,

取得成效
.

青海省科技普及队伍建立 8 年多来
,

到青海
、

西藏牧区普及科技知识多次
,

对牧民

的观念更新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

到 1望拜年他们行程 30 多万 k m
。

广东省沿海平原

区与贫困山区科技对 口挂钩扶持与合作区域不断扩展
,

199 2年共扶持 320 多个项

目
,

投入资金 3
.

5亿元
.

1煲科年 1月我国文化扶贫委员会向兑个贫困县赠送 100 部

优秀爱国主义影视故事荟萃片
,

这些片子不仅为中J学提供了辅导教材
,

而且还可以

提高贫困地区人民思想文化素质
,

有利于早日脱贫
.

L 3 基础设施的改善

为了改善贫困地区的面貌
,

国家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大量的投入
.

目前 5

条通过贫困地区的铁路正在建设
,

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工程
,

坝址在鄂西与川东贫困

地区
,

世界特大乌金三角区一神府煤田
,

也是全国特困地区之一
。

这些工程的建设与

开发
,

给贫困地区的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
,

并给当地贫困人民开发资源
、

出口贸易
、

发展教育
、

建立乡镇企业
、

提供就业机会以及医疗
、

卫生
、

城镇发展
、

生存条件的改

善都有促进作用
.

随之电信
、

公共设施
、

旅游事业也相继的发展起来
。

自 19 86 一
1卯2 年

,

我国政府投入 35 亿元打井
,

到 1望沦年解决了 1
.

5 亿农民的饮水问题
,

人

们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

农牧业也发展起来
。

1 .4 采用夕隐肤持

自 1卯1年以来
,

亚洲银行在广西
、

云南共选 12 个县实施农村发展计划
,

共提供

贷款 59
.

7 万美元
,

并提供 1亿美元贷款发展上述地区农
、

林
、

牧及加工业和建立水

力发电站
。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于 1更拜年和 199 5 年提供 7加

万美元贷款
,

改善 300 个贫困地区县妇女和儿童健康状况
,

这个项目是第三个五年合

作项目的继续
.

根据 19 89 年的协议
,

在 1空臾)一 1哭辫年这五年中两会对我国 27 个省

自治区三百个贫困县贷款
.

贵州自 19 83 年以来
,

从联合国和各发达国家及非政论组

织获得贷款发展农
、

林
、

牧及教育等 50 个项目
,

联合国农业开发国际基金会主席
,

也曾于 199 3 年来华
,

并同意给云南思矛地区贷款发展农业
,

贷款给西藏自治区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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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省用于消除贫困
。

但是
,

贫困地区由于存在思想保守
、

文化落后
、

交通闭塞
、

农村不发达
、

人地矛

盾突出
、

资金不足等困难
,

返贫现象严重
.

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扶贫任务相当艰

巨
。

2
.

脱贫思路
么1 控制人口增长

,

握高人口案质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点在农村
,

不幼寸的重点又在贫困地区
.

从贫困地区的实际

出发
,

首先要通过广泛的宜传教育
,

进州步增强全民人口意识和人均观念
,

唤起危机

感和责任感
,

强化计划生育政策
,

切实落实训负】生育措施
,

广泛宜传避孕方法
,

通过

稳定的渠道提供避孕药具
,

少生优生
.

抓好农村计划生育队伍建设
,

建立计划生育管

理网络
,

在基层配备专职人员
,

发挥基层党政
、

妇联的作用
,

要把计划生育指标列入

地方党政干部任期目标责任的考核内容
,

奖罚分明
。

其次
,

把落实计划生育同农村承

包制结合起来
。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
,

贫困地区人口继续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

是没

有把农村的承包权与计划生育结合起来
.

对超生除罚款外
,

把承包地收回 ; 对完成计

划生育户
,

除按政策奖励外
,

还奖励承包田和 口粮田
.

第三
,

根据农民生育规律
,

建

创雹宜的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

提高生育成本
,

降低生育的经济效益
,

实行超生罚款和

直接提高生育费用
,

拉开一
、

二胎和高胎生育的投资档次
,

对独生子女家庭在医疗保

健
、

入学入托
、

彭凶匕旧工
、

社会福利
、

承包地等方面给以优惠
,

而对超计划生育者在

上述方面提出较高的要求和标准
,

从而提高超生子女的生育成本
,

使家庭生活水平与

不同生育水平相关
,

遏止生育上升
.

第四
,

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

增强集体经济实

力
,

逐步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

建立社会保障事业
,

在农村开展优生
、

优育
、

优教

培养服务
,

逐渐作到老有所养
、

病有所医
、

幼有所教
,

增强计划生育的安全感和依托

感
,

解除计划生育后顾之优
,

促进生育观念改变
。

2. 2 改革教育制度
,

力咐认才培养

从长远看
,

发展基础教育是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素质的重要出路
。

要有计划地增

加智力投资
,

发展和普及初等教育
,

重点发展职业教育
,

加速培养贫困地区扶贫开发

的各种人才
.

要结合机构改革
,

鼓励刀隆哺才能
、

有志从事经济工作的党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干部走向扶贫开展经济的主战场
.

采取定向培养
、

定向分配的形式
,

积极鼓励

大中专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去工作
.

采取多种形式
,

充分发挥科研单位
、

大专院校
、

学

术团体和民主党派的扶贫作用
,

帮助制定和完善扶贫开发规划
,

进行咨询指导
,

参与

经济技术决策
,

建立技术试验
、

示范基地等
.

右功认好上述工作的同时
,

抓紧实施中长

期人才培养计划
。

要改善现行劳动人事制度
,

建立学以致用
、

用其所长
、

人尽其才的

管理机制
.

各级政论要认真贯彻执行
“

科学技术是第二生产力
”

的战略思想
,

把加快

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放在首要地位
.

大幅度增加贫困地区教育投入
,

扩充自然

科学基金
,

建立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

提高待遇
,

排优解难
,

吸引人才
,

稳定人才
。

完

一 20 一



善育人体系
,

加快人才培养步伐
,

深化贫困地区普通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

注重基

础学科
、

新学科
、

边缘学科
、

交叉学科以及复合型人才
、

外向型人才的培养
,

拓宽国

际科技交流渠道
。

2 3 兴办荃础产业
,

狠抓基础隆设

为了改变贫困地区不利的条件
,

必须加强交通
、

通讯
、

供电
、

供水
、

学校
、

卫生

院等基础设施建设
,

更好地解决农民行路难
、

吃水难
、

上学难
、

看病难的间题
,

夯实

基础防返贫
.

进洲步搞好山区丘陵区微型水利工程
,

高标准开发建设一些中型水利工

程
,

为从根本上解决山区群众饮水困难创造条件
.

大力实施粮食保障工程
,

要大搞农

田建设
,

保证人均 肠7 一 13孙
1尹基本农田

,

使口粮田成为脱贫农户稳定温饱的基

础
.

采用技术
、

资金
、

地膜
、

佃巴
、

良种等综合配套输入和配套服务的力
、

法
,

提高脱

贫农户的科学种田水平
。

开发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建设支柱产业
,

加速发展种养殖业
,

对一些受益面大的产业
,

重视生产基地建设
,

要舍得下力气
、

投资金
,

象
“

反租倒

包
”

一样
,

按照统一效咙纽
,

合理布局
,

集中连片开发建设一批高起点
、

高效益的原料

生产基地
。

大力开拓市场
,

在农产品基地附近或重要集散地
,

兴建尸批贯通城乡
、

辐

射城乡各地的农产品专业批发零售场所
,

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实现率
,

增加农民收入
。

坚持国家
、

集体
、

个人一起上的原则
,

提倡多方集资
,

联合开发资源
,

切实加强现有

基础设施更新改造
,

提高利用效果
.

么4 改善生态环境
,

维护生态平衡

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条件恶化是生态平衡失调的主要原因
,

为把贫困地区建设成经

济发达
、

人民富裕
、

资源连续利用
、

环境良好的乐园
,

就要从经济良性循环入手
,

进

一步带动生态环境的良比循环
。

因此必须彬倒
: (1踩护森林

,

增加植被覆盖
,

维护生

态平衡
。

森林覆盖与生态平衡成正比例
,

覆盖率越高
,

生态平衡的水平越稳定
。

(2) 保

护草地
,

种植牧草
。

(3) 治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

¼ 对于贫困地区盐碱地和水稻潜育

化地
,

采取选育耐盐碱 (渍) 品种
、

开沟抖冰
、

治理盐碱 (渍)
、

轮作耕作
、

优化施

肥
、

综合改良土壤等方法
,

综合整治
,

对症下药
。

¾ 对乡镇企业的环境管理
,

根据乡

镇企业的发展间题
,

统筹安排
,

合理布局
。

么5 合理使用资金
,

提高投资效果

目前贫困地区资金使用上存在投资需求量大
,

资金使用效益较低的间题
。

因此
,

国家资金在贫困地区的经营运转上
,

应坚持
“

有偿借贷为主
,

无偿援助为辅
”

的原

则
,

要集中资金结捆使用
,

又创没资项目必须通过充分的可行注论证
,

对可行项目必须

经各方配套
,

资淦手臼位
,

杜绝资金分流
。

对于集体和个人投资
,

应注重挖掘
,

引导消

费
,

协助他们搞些投资少
、

见效快
、

有市场
、

家家户户都能干的短平快项目
.

同时
,

大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
,

争取开发项目
,

通过项目争取资金
,

使其真正发挥更大
、

最

快和最好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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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发展乡镇企业
,

广泛积累资金

贫困地区发展非常缓慢
,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

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对于逐步缩刁冻
西部差距

,

繁荣贫困地区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乡镇企业要在坚持乡办
、

·

户办
、

联功
、 “

四瑕玛茜劝
”

的基础上
,

再加土汐卜资企业
、

联办企业等
,

实施
“

多轮驱动
,

多轮

运行
” .

对不同所有制企业
,

在政策上一定做到一视同仁
.

既创造平等竟争条件发展

乡镇企业
,

还要从实际出发
,

因地制宜
,

合理布局
,

依靠小城镇
,

相对集中发展
.

贫

困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
“

对内搞活
、

对夕曰散
”

的方针
,

立足本地资源
,

发

挥自身优势
,

搞好拳头产品
.

在具体发展的目标设计上
,

各地重点应放在以采用
“

中

间技术
”

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

符合贫困地区资金少
、

剩余劳动力多的特点
.

在

发展的形式上要积极开发横向联合
,

实行
“

借米下锅
” ,

使他人的技术
、

资金优势与

自己的资源
、

劳力优势相结合
,

逐步建立起富有地区特色的乡镇企业
.

2. 7 弓l进先进技术
,

促进经济发展

首先
,

把发展
“

三资
”

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措施来抓
,

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
,

改

善投资环境
,

利用多种渠道
,

引进和利用外资
,

兴办
“

三资
”

企业
.

其次
,

把横向经

济联合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来抓
,

要采取东挤西进
,

南下北上的方略
,

积极主动与

东
、

中部省大专院校
、

科研单位和大企业攀亲结友
,

牵线搭桥
,

发展多种形势的联营

与协作
.

第三
、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建立建全本地区的技术推广体系
,

以吸收
、

消化
、

应用成熟的科技成果和适应贫困山区的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
,

以发展急需的又具有本

地资源优势的科学技术为重点
,

千方
一

百计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

促进贫困地区经济

发展
。

第四
,

适度引进外资
,

吸收先进技术
,

获取经济信息
,

并向内地转移对夕阮汗放

的技术窗口
、

知识窗口和对夕问吹策窗 口
,

提高经济效益
.

2. 8转变思想观念
,

搞好扶贫开发

贫困地区不只存在着经济贫困
,

还有思想贫困
、

意识贫困
.

在今后扶贫开发中
,

一定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新形势
,

解放思想
,

转变观念
,

在国家的必要扶持下
,

以市

场为导向
,

发挥资源优势
,

发展商品经济
,

走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道路
.

我

仃狱为贫困地区脱贫的关键
,

在于通过全方位的开放
,

引入人才
、

技术和资金等经济

要素
,

借助夕叻作用
,

强化自身发展能力
。

要树立在市场上融通资金
、

在市场上实现

效益的新观念
,

要破除单一经营
、

分散经营的旧习惯
。

发挥综合优势
、

整体优势和互

补优势的观念
,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扶贫开发工作中只能加强
,

不能削弱
,

使我国扶贫攻坚计娜匝利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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