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將中國的如果將中國的「「精準扶精準扶

貧貧」」比喻為一場扔飛鏢的運比喻為一場扔飛鏢的運

動動，，那麼瞄準靶心那麼瞄準靶心——為貧為貧

困戶困戶「「建檔立卡建檔立卡」」很重要很重要，，

但扔飛鏢的人更為重要但扔飛鏢的人更為重要，，他他

所掌握的技術所掌握的技術、、方法都極為方法都極為

關鍵關鍵。。而中央政府擬定的而中央政府擬定的

「「扔飛鏢的人扔飛鏢的人」，」，則是選派則是選派

機關優秀幹部到農村中擔任機關優秀幹部到農村中擔任

村第一書記者村第一書記者，，他們或有一他們或有一

技之長技之長，，或擅長調動資源或擅長調動資源，，

或頭腦靈活想法新穎……或頭腦靈活想法新穎……

「「第一書記第一書記」」們如同一根管們如同一根管

道道，，源源不斷地為貧困地區源源不斷地為貧困地區

輸送先進的理念輸送先進的理念、、產業產業、、資資

源源，，同時為高層帶來農村最同時為高層帶來農村最

真實的情況分析報告真實的情況分析報告，，提供提供

更為精準的決策參考更為精準的決策參考。。

■■記者記者 王逍王逍、、馮雷馮雷

江西江西、、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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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憂雜貨舖解憂雜貨舖」」解決問題不含糊

全民動員 企業添力

■■在夏潭村在夏潭村，，邱少俊肩挑黨支部第一書邱少俊肩挑黨支部第一書
記記、、文員文員、、策劃師等多職策劃師等多職。。 記者王逍記者王逍 攝攝

駐村幹部嚴考核 自我施壓責任大

■■蘭考縣霍寨村駐村幹蘭考縣霍寨村駐村幹
部劉銀花部劉銀花。。 記者馮雷記者馮雷 攝攝

■■蘭考縣霍寨村駐村蘭考縣霍寨村駐村
幹部劉銀花和崔琛的幹部劉銀花和崔琛的
宿舍宿舍。。 記者馮雷記者馮雷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在河南，2015年有1.2萬名黨員幹部作為
「第一書記」到村進行2至3年的幫扶。
河南省規定，派駐第一書記必須吃住

在村，駐村第一書記請假要經過組織部
門批准，一個月內工作日不能少於20
天。河南省的濮陽縣、上蔡縣等國家級
貧困縣均對第一書記「脫崗」、「不作
為」等行為作出過通報批評甚至是召
回。
而在蘭考縣霍寨村部的駐村幹部——

蘭考縣統計局副局長劉銀花和統計局工
業科長崔琛看來，雖然對駐村幹部有嚴
格考核，但真正下到農村，看到有些村
民家裡不像樣子，自己確實很想出一分

力，改變他們的生活。
駐村期間，劉銀花和崔琛兩人住在非

常簡陋的集體宿舍，平時忙得根本來不
及收拾床鋪，吃飯也是在宿舍搭塊木板
湊合當飯桌。
劉銀花介紹說，霍寨村共有居民413

戶、1,521人。通過精準再識別後，精確
貧困戶90戶、371人。扶貧駐村工作隊通
過創新使用到戶增收資金，將到戶增收資
金投資到企業入股分紅；利用「政府+銀
行+保險公司+農戶」的「四位一體」模
式，為貧困戶選項目，通過金融貸款、產
業引導、土地流轉等多渠道增收方式，截
至目前實現73戶脫貧，尚有17戶54人未
能實現脫貧。

■■邱少俊與五雲鎮幹部一道向上級爭取邱少俊與五雲鎮幹部一道向上級爭取
資金支持資金支持，，推動了夏潭村公路的擴建推動了夏潭村公路的擴建。。

記者王逍記者王逍 攝攝

「我是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司主任
科員。2015年，中組部、中央

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務院扶貧開
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關於做好選派機
關優秀幹部到村任第一書記工作的通
知》。國土資源部響應這一政策，在選派
人員時不僅注重大方向的要求，還很關注
細節。我是福建龍岩人，因地緣相接，對
客家話、人文環境等很容易適應，加上之
前有基層工作的經驗，來到老區感覺就像
來到了老家。」在江西省贛縣五雲鎮夏潭
村，肩挑黨支部第一書記、文員、策劃師
等多職的邱少俊說道。

制定任務標註進度
當被記者問及從國土資源部選派至農村

一線時是否存在大材小用的現象，他笑
言：「看起來會存在類似的現象，但是只
要你靜下心來做事，就會發現老區扶貧需

要人才。對年輕幹部而言，這也是一種鍛
煉。農村基層是個大熔爐，讓我了解『沒
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意義，知道了
高層政策如何落地的過程，學會了開展群
眾工作的方法。」
據五雲鎮常務副鎮長陳日中介紹：「小

邱書記在夏潭村很受歡迎，旁邊村莊的人
都很羨慕夏潭村能有一個來自北京的高素
質、能力強的書記。他對每個貧困戶的條
件都很清楚，還將自己在夏潭村一年的任
務清單掛在辦公室裡，並標註了完成進
度。」考慮到夏潭村已有甜葉菊種植基
礎，他在考察調研後認定當地可重點發展
甜葉菊育苗和種植產業，以產業發展幫助
群眾擺脫貧困、共同富裕。經過村黨支部
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討論，夏潭村決定採
用「合作社+基地+貧困戶」的方式，流轉
土地集中開展甜葉菊種苗繁育和種植。建
檔立卡的貧困家庭每戶都可以獲得國土資

源部「出借」的4,000元（人民幣，下
同）啟動金，這些錢以入股的方式作為合
作社股本。參股農民大致獲得3類收益：
每年合作社分紅、土地流轉收入以及每天
70元的務工收入。

親身體驗農民不易
據了解，在全國已有40多萬名幹部像邱

少俊這樣駐村當第一書記。對他們而言，
「幫扶」的前提是「了解真實的農村」。
在河南蘭考縣谷營鎮霍寨村部，記者見

到了駐村幹部——蘭考縣統計局副局長劉
銀花和統計局工業科長崔琛兩位女士。
劉銀花說：「駐村後才真正體會到農民

的不容易。本村有一家，兒子因出車禍去
世，兒媳婦離家出走一直沒有音信，留下
兩個年幼的孫子，跟兩位老人生活。而兩
位老人年齡均近70歲，基本喪失了勞動能
力，一家人窮得揭不開鍋。根據國家政
策，如果能給兩個孫子申請下來孤兒證，
國家可以每月給每個孫子補貼600元，直
至孫子長大至18歲。但申請孤兒證，需要
給兒媳婦開失蹤證明，為開這個證明，我
們去鎮裡派出所跑了6趟，後來又跑民
政、財政等部門，前後各部門總共跑了20
趟，總算是辦下來了。想想我們辦這事都
如此困難，如果是農民自己去辦，那真不
知道有多難了……」
劉銀花說，今後回到縣裡工作，更加要
提高效率，農民的事情一定要更加高效地
去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王逍 河南、江西報道）
從1986年到2014年，中國建立貧困縣扶助機制以來，
儘管在早期對縣域經濟整體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全國592個國家級貧困縣
有部分已經「名不副實」，甚至有個別縣為了獲得扶貧
資金而「炫貧」，嚴重阻礙了縣域經濟的發展活力。因
此，從2014年開始，中國便研究國家級貧困縣退出機
制，進而制定精準扶貧機制。
記者了解到，從2014年開始，全國各個省份已經陸
陸續續立下「軍令狀」，明確脫貧數字，甚至將貧困縣
脫帽與政績考核掛鈎。

未摘帽「一把手」不予調崗
今年7月正值江西省縣區黨政一把手換屆，針對19個

尚未摘除貧困帽的「一把手」，江西方面未予調崗。江
西省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副教授王志強認為，江西貧
困縣黨政正職除領導班子換屆和特殊情況必須調整外，
原則上在貧困縣摘帽前不得調整崗位，這一重大幹部政
策調整可以說是抓住了扶貧攻堅戰的命門。
河南省更是提出對那些完不成扶貧目標任務的，要對
縣級黨政負責人進行通報批評，這讓不少帶着貧困縣帽
子的「一把手」們感覺「壓力山大」，一位不願透露姓
名的縣委書記告訴記者，靠扶持資金過日子的好時光已
經一去不復返了，以前找項目是「錦上添花」，如今則
是要真打實幹，否則「吃不了兜着走」。

陸續立「軍令狀」
「脫帽」掛鈎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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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一位第一書
記開玩笑地告訴記者，我們就像「解憂雜貨舖」，誰家
有問題就要想辦法解決。
蘭考縣紅廟鎮夏武營村人多地少，村民付二雲家4口

人只有2畝多地，人均年收入不足2,700元，他們老兩
口還得供應孩子上大學，2014年6月被確定為貧困戶。
在駐村工作隊的幫助下，2015年成功脫貧，現在還成
了村裡的致富模範。
為幫助付二雲家脫貧，扶貧工作隊依據夏武營村多年
種蔬菜的基礎，讓他接受科學種植技術培訓，用大棚種
植蔬菜，增加產量，並幫助其在鄰村租了4畝地。
此外，扶貧工作隊還利用到戶增收資金為他購買了捲

簾機，「以前得兩個人拉1個多小時，手都劃破了，現
在有了捲簾機，10分鐘就行了」。付二雲說，一個大棚
政府還補貼4,000元，大大降低了他的成本，「政府還出

錢為我家的大棚買了保險，一個大棚要三四百塊呢」。

助菜農進城賣菜
夏武營村以種植蔬菜為主，為了增加收入，菜農們往
往選擇進城賣菜，希望賣個好價錢，但是因為交通管制
等種種限制，進城賣菜會遇到很多麻煩，菜農們很是苦
惱。了解到這種情況以後，扶貧工作隊與相關部門相結
合，為菜農們辦理了「菜農綠色通行證」，解決了菜農
進城賣菜難的問題。
藉着「菜農綠色通行證」，菜農們受益不少。「今年
芹菜價格好，2塊多一斤，一個大棚裡的菜就掙2萬多
塊錢。」付二雲說，僅今年上半年，他們家種蔬菜的純
利潤就達到了5萬元。
「等他們工作結束走的時候，我得給他們買面旗。」
付二雲笑着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河南
報道）扶貧不僅僅是政府的事情，
而是全民總動員。很多企業已經進
入到農業產業鏈中，在扶貧方面做
了相當多的工作。
北京天道裕民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已

經琢磨出了一套既能夠提高農民收入
又符合經濟規律的市場扶貧機制。這
一模式被稱為「農民種地不花
錢」。這項工程由中國扶貧開發協
會、京東集團、北京天道裕民農業
發展有限公司聯合發起，在河南省

周口等地已經得到初步推廣。據測
算，農民每畝小麥種植成本400元左
右，「農民種地不花錢」模式通過
集約化生產，每畝可降低種植成本
約80元，通過訂單農業每畝可節約
採購成本40元，通過網上銷售環節
每畝可增加利潤300元。「農民種地
不花錢」扶貧示範工程項目在反哺
農民的同時，並不影響企業的銷售
利潤。而農民每畝單季可直接增收
460元，其中種植成本節約400元，
小麥銷售增加60元。

■■春耕時節春耕時節，，邱少俊邱少俊（（左一左一））與貧困戶在與貧困戶在
甜葉菊合作社大棚中翻耕甜葉菊合作社大棚中翻耕。。 本報江西傳真本報江西傳真

■■「「農民種地農民種地
不花錢不花錢」」項目項目
啟動儀式現啟動儀式現
場場。。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