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慶有165.9萬貧困人口，以精準識別的方式共細分出A類重度貧
困戶18.6萬人，B類中度貧困戶110.9萬人，C類為輕度貧困家庭36.4
萬人。按致貧原因分析，其中因病致貧佔比29.3%，位列第一；因學
致貧佔比25%；缺資金、缺技術、災害、殘疾、缺勞力等因素分列其
後。「因戶施策，缺啥補啥！」重慶市扶貧辦主任劉戈新稱，未來3
年，重慶將通過「一戶一策」地精準幫扶、精準管理，促進貧困人口
走上自我發展、脫貧致富的路子。
郎溪鄉距離彭水縣城80公里，村民冉茂華是一名殘疾人，平時只能
做些簡單的農活，家中父母年邁多病，日子十分清貧。「我手有殘
疾，做不了重活，外出打工別人也不要我，沒有穩定收入，都快40歲
還是單身漢。」冉茂華說，去年當地政府把他納入貧困戶幫扶對象，
根據他的情況，在重慶主城為他找了一份幫企業看倉庫的工作，現在
每個月都有2,000多元的固定工資。「我現在不但脫了貧，還娶了媳
婦有了家，鄉幹部對我的幫助真是精準到了心坎上。」

打造十里荷塘 一周迎3萬客
61歲的馬培軍是石柱縣魚池鎮山嬌村的貧困戶，2013年以前，務農

一年家庭純收入僅2,000多元，脫貧是一家人的夢想。「這兩年村裡
修通了公路，種了500畝荷花搞鄉村旅遊，村幹部也鼓勵我們建房搞

家庭農家樂。」 馬培軍說，去年底，
自己貸款在公路邊建起兩層樓的新
房，今年6月農家樂正式營業。「雖然
才營業不到3個月，但11個床位一直
爆滿，僅遊客住宿和餐飲收入就有3萬
多元，政府還要給我們貧困戶3萬補
貼，預計要不了 5年，貸款就能還
清。」
魚池鎮副鎮長萬雪峰說，山嬌村從

2012年開始實施整村脫貧，打造了十
里荷塘等景點。在夏季旅遊高峰期，
一周最多能接待遊客3萬人次。目前，
山嬌村已發展起31戶農家樂，其中有
18戶貧困戶靠發展鄉村旅遊實現了脫
貧。

精準識別辨窮因
「一戶一策」促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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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集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於
一體，城鄉二元結構突出，貧困地區面積

佔重慶總面積的69.36%。成為直轄市之初，重慶
絕對貧困人口達366萬，貧困區縣農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僅785元（人民幣， 下同），不少農村
水、電、路均不通。經過多年扶貧開發，重慶現
已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現象，但仍有1,919個貧困
村、165.9萬貧困人口需要幫扶。
據統計，在貧困人口最集中、貧困程度最深的
重慶武陵山、秦巴山兩大連片特困地區，重慶已
累計投入行業部門資金680億元用於扶貧，但由
於交通條件差，自然環境惡劣，這兩大片區目前
還有近百萬貧困人口，脫貧任務艱巨。

9縣立軍令狀 明年率先脫貧
為推進扶貧進度，重慶市委市政府在今年7月
對18個貧困縣提出2017年前限時「摘帽」的要
求。目前，已有9個貧困縣立下「軍令狀」，將
在明年底前率先脫貧，包括萬州、豐都、武隆、

秀山、黔江5個國家級貧困縣。
按照國家標準，貧困人口人均年收入超過

2,736元即算越線，貧困發生率（貧困人口佔總人
口比率）在3%以下的貧困縣則可「摘帽」。重
慶市扶貧辦政策法規處處長熊亮告訴記者，從重
慶實際情況看，半數貧困縣有能力提前脫貧，但
在城口、巫溪、酉陽、彭水等幾個深度貧困縣，
仍需市級層面加大人、財、物的傾斜支持，才能
保障脫貧進度。

摘帽後3年內仍享扶貧政策
「未來3年重慶僅市級財政就將新增87.3億元

用於扶貧開發，財政增量平均每年達 24.1 億
元。」熊亮稱，為更好的穩固扶貧成果，貧困縣
摘帽後仍有3年過渡期，過渡期間原享有的國家
優惠政策和專項扶貧資金補助力度不變，3年後
再逐步規範納入重慶五大功能區域轉移支付體
系，分配不再與貧困「帽子」掛鈎。
重慶市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所所長李勇表示，

重慶近年經濟發展迅速，今年上半年GDP增速更
達內地第一，縣域經濟均有較大改善，有條件的
貧困縣應摒棄「等、要、靠」的惰性思想，藉國
家「摘帽不摘政策」的東風，盡早把貧困縣的帽
子拿掉。而對於少數深度貧困縣，則不能急於求
成，應實事求是制定合理「摘帽」計劃，杜絕
「假脫貧」。

「第一書記」作為一項創新性的扶貧舉措現已在內
地推廣。截至目前，重慶也選派了2,249名「第一書
記」、2,451個駐村工作隊進駐到貧困村鎮，幫助當地
制定脫貧規劃，培育特色產業，落實扶貧項目。對於
駐村幫扶幹部，重慶還提出嚴格要求：「不脫貧不脫
鈎」。
兩年前，重慶國家級貧困縣巫溪縣就已先試先行，

向10個貧困村選派了10名年輕幹部，到村擔任「第一
書記」，幫助村民尋找脫貧之道。目前，這10個貧困
村均已達到脫貧標準，實現了「弱鳥先飛」。

解決水電路 脫貧邁首步
巫溪縣農委產業科副科長丁藝兩年前被派駐到塘坊

鎮雙柏村擔任「第一書記」。回憶起剛入村的日子，
丁藝說，那時村裡道路晴通雨不通，村民們僅靠種土
豆、玉米、紅苕謀生，貧困率高達19%，脫貧之路困
難重重。為更加細緻地了解各個貧困家庭的致貧原
因，到村之後，他第一時間走訪了村裡的貧困戶，
「大部分農民都很勤勞，但是村裡基礎設施太差，沒
有特色產業，農產品賣出去也賣不起價，當然窮。」
經過思考，他把改善村裡基礎設施作為扶貧第一

步，帶着村幹部們一起到各個部門跑資金、要政策。
通過打捆扶貧資金、爭取社會扶貧等方式，終於整合
到900餘萬元資金，幫助村裡硬化了9.15公里農村道
路，整修機耕道10.2公里，解決了村民行路難、用水
難、用電難等問題。
丁藝還為村裡選擇了山羊和辣椒兩個特色產業，通

過引進企業和返鄉農民組建專業合作社，兩年時間內
帶動了91戶建卡貧困戶、309人脫貧。貧困戶胡堂先
利用合作社的「借羊還羊」模式養了30多隻山羊，每
年繁育、銷售小羊，年收入可達2萬餘元。貧困戶秦
興乾種植的3畝辣椒，去年也賣了1萬多元，「我們這
窮鄉僻壤，以前脫貧都不敢想，現在有了好項目，終
於也看到了致富希望。」

重慶要求政府幹部、企業集團對口幫扶貧困戶，實現貧困戶
結對幫扶全覆蓋。目前，重慶已有19.89萬幹部與貧困家庭建
立了結對幫扶關係。為全力推進扶貧攻堅，不少區縣還打出了
「不摘貧困帽，就脫烏紗帽!」的口號，敦促官員幹部深入扶貧
一線。如此扶貧要求之下，重慶首個世界自然遺產地武隆縣已
確定明年年底提前脫貧。
武隆縣是《變形金剛4》、《爸爸去哪兒》的外景拍攝地，
當地山多谷深，有100個貧困村，5.5萬餘名貧困人口，貧困發
生率為18.7%，遠高於重慶7.1%的平均水平。該縣將脫貧任務
分解到每個鄉、鎮、村，並制訂出9個具體的工作方案，將
126個縣級部門和企事業單位組建成26個扶貧攻堅集團，分別
對口幫扶26個鄉鎮。此外，當地還對幹部下鄉結對幫扶提出具
體要求，共計8,956名幹部職工與1.6萬戶貧困家庭形成對口幫
扶關係。其扶貧進展和目標達成由組織部、扶貧辦和統計局三
位一體考核。

扶貧進展掛鈎晉升評優
武隆縣扶貧辦主任郭洪告訴記者，「如今幹部下鄉對口幫扶
貧困戶，也不再僅限於逢年過節送些米麵油、慰問金，更主要
是幫貧困戶制定、落實具體的脫貧計劃，如幫貧困農民找工
作、制定產業規劃等，縣裡也會定期督查幹部對口扶貧進
度。」
據悉，在武隆制定下發的扶貧攻堅工作考核細則中，還明確
規定了扶貧工作被「一票否決」的鄉鎮，主要領導一律免職，
且當年對口幫扶的縣級部門不得評優選先；按時完成脫貧目標
的鄉鎮和扶貧集團則將獲得20萬元獎勵，晉升評優時優先錄
用。「重壓之下，幹部們的能動性全被激發出來了。」郭洪
說，現武隆已確定將於明年年底提前脫貧摘帽。

為更好的推進邊遠高寒地區的扶貧工作，重慶從
2013年開始大規模推進高山生態扶貧搬遷，通過財政
資金補助、農民宅基地復墾進入重慶地票交易市場等
方式，幫貧困戶籌集資金，從深山峽谷、高寒邊遠地
區、重要生態修復保護區和基礎條件難以完善的地區
搬遷至條件較好的鄉鎮，改善生產生活條件。
截至今年6月底，重慶已累計下達搬遷計劃53.8萬

人，目前已有42.3萬人入住新居，其中超過5萬貧困
人口通過搬遷過上了新生活，返貧率不足1%。未來3
年，重慶還將安排近29億元專項補助資金，再搬30
萬高山群眾下山。

內地至今仍存有592個國家

級貧困縣，在中央「2020年消

除所有貧困縣」的總要求下，各地漸掀起「摘帽脫

貧」熱潮。重慶作為擁有14個國家級貧困縣和4個

市級貧困縣的西部直轄市，正在探索一條貧困縣的

退出機制，並提出在 2017年底完成全部貧困縣

「摘帽」，幫助百萬農民跨步脫貧。

■香港文匯報記者袁巧重慶報道

渝將斥資渝將斥資8787億億
為貧困縣 帽摘

百萬農民獲幫扶 2017年底前全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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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生態搬遷
改善貧農生活

19861986年年，，內地正式成立了專門的扶貧機構內地正式成立了專門的扶貧機構，，首次劃出首次劃出273273個國家個國家
級貧困縣級貧困縣。。19941994年年，，內地啟動內地啟動「「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國家級貧困國家級貧困
縣名單擴大為縣名單擴大為592592個個。。20122012年年33月月，，國家級貧困縣調國家級貧困縣調
整名單出爐整名單出爐，，調出調出3838區縣區縣，，但總數不變但總數不變。。為廣泛動為廣泛動
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國務院決定從國務院決定從
20142014年起年起，，將每年將每年1010月月1717日設立為日設立為「「扶貧日扶貧日」。」。

國家扶貧日國家扶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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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蓄水池解決貧困村飲水難題。 本報重慶傳真

■幹部入戶對
貧困戶進行
「一對一」幫
扶。
本報重慶傳真

■馬培軍家蓋起新房發展農家
樂，致富指日可待。

記者袁巧攝

■貧困縣農民種植辣椒獲增收笑逐顏開。
記者袁巧攝

■■重慶發展鄉村旅遊重慶發展鄉村旅遊，，遊客如遊客如
織織，，助村民脫貧助村民脫貧。。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