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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资金的放大效应——山西石楼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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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山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山西乃至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大

难题。石楼县从一个贫困山区小县的实际出发，全面整合各类“三农”资金，大力实施以

扶贫移民为总抓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仅2004年—2007年全县整合各类“三农”资金

2.65亿元，建成了25个新农村示范村，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这个国家确定的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已经得到了国家扶贫资金主管

部门的总结推广。 

  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 

  石楼县位于晋西北吕梁山麓，黄河东岸，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2007年全县地

区生产总值2.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68元，财政总收入3388万元，是全省最贫困的县，

也是国家确定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石楼作为一个特困县，多年来得到了国家和省、市各级的大力扶持，历届县委、县

政府从给钱给物的“救济式”扶贫到扶持发展生产的“开发式”扶贫，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由于受自然环境恶劣、人口居住分散等各种客观条件制约，加上各类扶持资金使用

中“撒胡椒面”现象的存在，往往收效甚微。要改变这种分散到各部门大范围平均投资的

模式，就必须将各种专项资金整合起来，投入到扶贫移民点和整村推进村，以便形成拳

头的力量，使有限的“三农”资金发挥出放大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背景，该县县

委、县政府提出了以扶贫移民为总抓手，整合“三农”资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新

思路。 

  以扶贫移民为总抓手 

  在以扶贫移民为总抓手来统筹该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下，他们按照“进城

（镇）、沿路、下山、出沟”的布局原则，从建设“三纵两横一循环”的交通网络入手，进

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着力将水、电、路、校、医、讯、产集中配套，计划

用5—7年时间，并村282个，把全县80%以上的人口集中到适于生存、便于生活、利于生

产的“1城5镇81个中心村”，到“十一五”期末城区人口集聚达到4万人。 

  该县在以扶贫移民为总抓手的框架内部署了四项支持性工程：一是以退耕还林为重

点的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对扶贫移民迁出村实行整村退还，为移民户寻找基本口粮，摆

脱农耕束缚，确保人口能迁得出。二是对大农业进行了重新布局，确立了“西部红枣东部

核桃”全覆盖的思路，建设畜禽基地，为移民人口提供产业支撑。三是实施了以黄河大桥

和连接晋陕两省的石辛线为重点的 “三纵两横一循环”的交通建设工程，把移民中心村镇

用公路串到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石楼在全省“交通末梢”的区位劣势。四是按照依托资

源办工业、依托农业办工业的思路，启动一些项目，为移民户就业、增收提供了可靠的

门路，使全县产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 



 

  整合资金全力推进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 

  在石楼这个特困小县，资金的严重困难成了制约该县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障碍。面对

现实，该县县委、县政府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投入机制，全面整合各类“三农”资金，力

争把国家的各类扶持政策用好用足。在资金整合中，该县的主要做法： 

  立足县情，科学整合。一是努力疏通资金来源多元化的渠道，鼓励各部门积极向上

争取资金；二是坚持不改变资金性质和用途，交通资金修路，移民资金建房，教育资金

办学；三是坚持部门负责，事权明确，权责匹配；四是坚持统一管理，集中投入，减少

了部门行为的随意性及部门资金的分散性，实现了各类扶贫支农资金的“性质不变、渠道

不乱、用途不改、优势互补、形成合力”的目标。 

  典型带动，注重实效。该县从抓好典型示范入手，认真选择了一些区位条件、班子

状况、群众基础都较好的扶贫移民新村作为典型来培养，作为资金整合的重点工程来实

施，使资金整合的效益首先体现在示范点上，全县19个示范点的建设都体现出高标准规

划、低成本建设、宽主体投资、严要求管理的特点，很好地发挥了资金整合的带动效

应。如罗村镇作为规划建设的工业重镇，共整合扶贫移民、基础设施建设、危房改造等

各类资金3000多万元，完成了街道拆迁改造硬化美化亮化，吸引外商大力投资，为石楼

启动工业和小城镇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严格管理，规范运作。为了确保“三农”资金通过整合发挥最大效益，同时保证资金

运行上的规范，县里出台了推行支农资金整合工作实施方案，在县财政局设立财政支农

资金整合专户，专户由财政预算会计在国有商业银行开户，省、市资金下达后，财政总

预算会计及时从国库拨入支农整合专户。在资金的使用上坚持“五把关”，即严把项目整

合入库储备关，严把资金项目安排关，严把工程质量验收关，严把资金管理报账关，严

把项目绩效考评关。由于管理严格，整合支农资金实施的各种项目投资少，效益高。 

  贫困山区建设新农村的成功之路 

  从2004年至2007年，该县全面整合各类“三农”资金，大力实施以扶贫移民为总抓手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县有9个乡镇22个移民点，整合各类“三农”资金2.65亿元，并且

发动农民自筹资金6777万元，完成建筑总面积达18.73万平方米，实施退耕还林66万亩，

解决人畜饮水25处，通电22处，新修乡村道路158公里，新修、改造中小学22所，新打坝

造地252亩，栽植经济林11285亩。由于上述项目建设任务的完成，使全县居住在山庄窝

铺的2303户、11000口人已经移入城区、集镇、中心村，已初步建成新农村示范村25个。 

  扶贫移民项目的实施，也极大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县经济的发展。

2007年和2006年相比，建房及配套设施等拉动社会总投资2.38亿元，同比增长4.29倍，建

筑、建材企业、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同比增长32%，劳务输出增长29%等等。 

  扶贫移民项目的实施，还带动了一批山区群众的自发移民，近两年全县有700多户

3400多口人通过自发移民已经搬到了城镇和中心村。 

  眼下的石楼，许多山区百姓家家想移民、户户争移民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全县上

下以扶贫移民为总抓手，整合资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正一浪高过一浪。（苏继

杰 马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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