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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实现3 ～5 年全省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承诺 ,江苏省组织实施“脱贫攻坚”, 提高扶贫标准 , 界定扶贫对象 , 重点帮扶 , 多策
并举 ,构建“大扶贫”格局。在组织实施过程中, 应注重贫困概念内涵的发展 , 改变扶贫的战略思考 ,准确定位扶贫参与各方 , 结合村情选
择扶贫项目 , 提升贫困人口应对致贫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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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alize the promise that Jiangsu would eradicate absolute povertyin 3to 5 year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was i mplemented to i mprov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tandards and defi ne the objects ;a Great Poverty Alleviation pattern was constructed as many policies being carried out at the sameti me
with certain key points . It was indispensable to adjust our thoughts to the connotation of poverty ,orient the participants ,select items based onthe village
and develop capabilities to guard the risk of being po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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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组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的

意见》。该文件提出, 江苏省力争经过3 ～5 年基本消除绝对

贫困现象, 目标序时进度为 : 按照农村贫困人口人均年纯收

入基本达到2 500 元的标准, 苏南地区确保在2008 年、苏中地

区力争在2010 年、苏北地区在2012 年基本实现这一目标 ;

2008 年内全省需要完成100 万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 农村贫

困人口相对集中的经济薄弱村逐步达到“八有”目标( 有“双

强”班子、有科学规划、有高效农田、有特色产业、有配套设

施、有保障机制、有整洁村容、有文明村风) , 村级集体经济年

收入达到5 万元以上。实现该目标, 难点主要在农村, 重点

在苏北。

1 “脱贫攻坚”是江苏率先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江苏省目前正处在全面加快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 ,

苏北农村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农民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

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05 ～2007 年, 农村年纯

收入在1 500 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 由310 万人减少到201 万

人, 两年共减少了109 万人。2007 年苏北1 011 个经济薄弱

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 984 元 , 比上年增长14 .2 % , 增幅

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 共有48 .2 % 的贫困农户人均收入超过

了1 500 元; 有83 个经济薄弱村初显社会主义新农村雏形。

但是, 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

决。苏北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偏低 , 生活较困难, 扶贫开

发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截至2007 年底, 全省农村人均

纯收入低于2 500 元的贫困人口中, 苏南、苏中、苏北分别为

16 .19 万人、57 .35 万人、376 .08 万人。全省贫困人口主要集

中在苏北 , 占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的83 .64 % , 贫困人口较多的

县( 市、区) 主要集中在黄河故道沿线一带。美国管理学家彼

得提出“木桶”理论, 即一个木桶盛水量多少的关键因素不是

其最长的板块, 而是其最短的板块。苏北农村贫困人口无疑

是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若苏北农村贫困农

户不能脱贫致富, 那么江苏省就不可能实现率先建成更高水

平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因此, 江苏省委和省政府决定组织

实施脱贫攻坚工程, 集中力量对贫困人口较多的地区进行帮

扶, 加快经济薄弱村, 帮助经济薄弱村加快发展和低收入农

户增收脱贫 , 使广大贫困农户共享江苏改革发展成果, 促进

江苏社会和谐。

2  “脱贫攻坚”构建江苏“大扶贫”格局

2 .1 注重发展能力, 提高扶贫标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能力的被剥夺, 而

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1] 。目前, 反贫困的内涵是指为贫困人

口提供基本的发展能力。在制定新的扶贫标准时 , 不仅要考

虑包括维持基本生存水平所需的收入, 还要更多地考虑社会

平均水平的教育、医疗保障等所需的支付能力。2008 年江苏

省按照国际通行的每人每天1 美元标准并结合省情和财力 ,

决定启用新的扶贫标准, 由2005 年的年人均纯收入1 500 元

提高至2 500 元。这一扶贫标准的提高, 一方面, 扩大了扶贫

对象的瞄准范围, 使苏北更多的贫困农民被纳入公共政策的

视野, 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更多帮助; 另一方面 , 充分体现了政

府对贫困的清醒认识, 扩大了自身的责任, 展示了省委省政

府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心和勇气。江苏省以其自身发展

的基础实力为前提, 其脱贫致富水平与国际脱贫标准接轨 ,

并走在了全国前列。这既是建设更高水平全面小康新江苏

的内在要求, 也为欠发达省份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2 .2  区分“强者”与“弱者”, 界定扶贫对象 由于现阶段农

村贫困人口呈现宏观集中、微观分散的特点, 扶贫瞄准对象

逐渐缩微[ 2] , 扶贫瞄准方式也由以往主要针对贫困县的区域

开发转向扶贫到户。因此, 必须对贫困人群进行科学分类 ,

分析他们致贫原因, 界定扶贫对象。在我国,“老弱病残”历

来属于政府民政部门救济的对象, 即贫困中的“弱者”。而扶

贫的对象不是“因老弱病残而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户”, 而是贫

困中的“强者”。即扶贫就是对有劳动能力而无致富门路的

农户, 进行必要的外部力量帮助, 使他们在得到必需的扶持

下, 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收入, 脱贫致富。经统计 , 截止2007

年底, 以人口数量为计, 苏北农村376 .08 万贫困人口中有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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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户数的为270 .81 万人。对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 即贫困

中的“强者”) 实现因户施策, 通过扶持发展生产、转移就业、

挂钩帮扶, 村企合作等途径, 实现增收脱贫, 保障其发展权 ;

对丧失劳动力的贫困农户( 即贫困中的“弱者”) , 政府通过 ,

按规定纳入农村低保和实施社会救助, 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

保障其生存权[ 3] 。只有对低收入农户按有无劳动力进行区

分, 科学地界定出扶贫对象 , 对有劳动力的农户进行开发式

扶贫, 才能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 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2 .3 集中优势兵力, 突出工作重点  为进一步加大对苏北

经济薄弱地区的帮扶力度, 集中力量, 突出重点, 对贫困人口

较多的县( 区) 实施脱贫攻坚, 江苏省对扶贫工作队组建形式

和挂钩帮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2007 年底, 江苏省对上一批

省派驻扶贫工作队所在的苏北19 个县( 市、区) 分别进行调

研, 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村级可支配收入、劳动力转移

比重、省定经济薄弱村所占比重和贫困人口比例等相关指

标, 将其中的11 个县( 区) ( 丰县、睢宁、泗洪、泗阳、沭阳、淮

阴、涟水、滨海、响水、灌云、灌南) 确定为省脱贫攻坚重点县 ,

由省派驻扶贫工作队实施重点帮扶。新任省委扶贫工作队

的队长均由厅局级领导干部担任 ; 常务副队长由正处职干部

担任; 副队长由苏南对口挂钩县( 市、区) 选派的处级或正科

级优秀年轻干部担任; 从省级机关、中央驻苏直属单位、省

( 部) 属企事单位、高等院校等单位抽调112 名处级或科级优

秀年轻干部担任11 个县经济薄弱村扶贫工作指导员, 工作

队任期2 年。

2 .4 创新工作机制, 出台多项措施  江苏省委省政府积极

探索扶贫开发工作的新思路, 通过出台一系列新举措, 加快

推进“脱贫攻坚”工程。

2 .4.1 发展高效农业, 加大小额贷款政策扶持力度。省政

府通过财政奖补、小额贷款、村企合作等多渠道扶持贫困农

户发展设施大棚、畜禽养殖等高效农业项目。一是对特别贫

困的农户, 由财政部门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建设设施大棚

和养殖棚舍 , 采用零租金或低租金方式提供贫困农户使用 ;

二是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 帮助贫困农户建设生产设

施, 提供种苗、技术销售等服务 ; 三是对以建档立卡贫困农户

为发放对象的小额贷款 , 江苏省不再控制贷款计划, 放开扶

贫小额贷款规模, 重点支持贫困农户调整农业结构, 发展增

收项目。

2 .4 .2 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一是鼓励贫困农户

家庭中青年接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加大资助力度; 二是提

高对苏北贫困农户劳动力培训补助标准 ; 三是农村“零转移

家庭”贫困农户劳动力可申报享受城镇就业再就业扶持政

策; 四是优惠扶持使用该地贫困户劳动力的创业企业。

2 .4 .3 加大村企挂钩帮扶力度。为进一步落实大型工商企

业与经济薄弱村开展挂钩帮扶活动, 各级政府在安排企业发

展扶持资金时, 优先支持挂钩帮扶成效显著的企业; 苏南挂

钩企业到苏北地区进行产业转移, 苏北地区政府在规划、用

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对吸纳农村贫困户

劳动力达到一定数量的新办转移企业, 各级政府给予电费综

合补贴、减免企业所得税等政策优惠。

2 .4 .4  加快改善经济薄弱村生产生活条件。可将农村交

通、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 农

村教育、文体、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项目, 农村新五件实事和

民生工程, 向经济薄弱地区重点倾斜, 优先落实到经济薄弱

村, 优先惠及贫困人口; 同时优先支持有条件的经济薄弱村

开展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扩大资源性资产建设并支持在

工业集中区内建设一定规模的标准厂房, 作为村级集体资产

实行租赁经营, 增加村级集体收入。

2 .4 .5  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对没有劳动力的农村

贫困户, 根据不同地区消除绝对贫困的序时要求, 采取倒排

法确定农村低保标准, 启动低保户价格上涨动态补贴机制 ,

探索实施对低保对象适度普惠性节日慰问制度, 发放节日慰

问补贴, 同时加大对贫困农户的教育资助、医疗救助、临时生

活救助和法律援助力度。对农村低保对象以外的无固定收

入重残人员, 参照当地低保标准给予全额生活救助。

2 .4.6 建立脱贫攻坚激励机制。建立以“以脱贫结果为导

向”的考核奖惩机制, 对苏北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25 个县

( 市、区) 采取“预拨启动资金与考核奖励相结合”的办法, 使

其资金安排与贫困人口数量和脱贫进度挂钩; 对于脱贫攻坚

重点县的新增收入由省集中部分实行全额返还奖励, 用于发

展经济, 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还要将脱贫攻坚工程进展

情况纳入所在县( 市、区) 全面小康建设综合考核内容之中。

江苏省计划安排27 .5 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实施脱贫攻坚

工程,2008 年先行安排启动资金5 .5 亿元。无论从区域政

策、行业政策上还是从社会政策上, 江苏省都在努力向农村

贫困人口倾斜, 一个“大扶贫”的工作格局正在逐步形成。随

着扶贫政策的日益精进 , 江苏省扶贫格局将更趋广博, 扶贫

开发工作将成为一支有力杠杆, 撬动整个江苏省小康社会的

和谐发展。

3  对“脱贫攻坚”的思考

江苏省“脱贫攻坚”把扶贫开发与小康社会建设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 为经济发达省份乃至全国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

参考与借鉴。在组织“脱贫攻坚”过程中, 笔者认为还应注意

以下几点:

3 .1  注重贫困概念内涵的发展  贫困概念的内涵之所以重

要并非是为了精确地分辨哪些群体是穷人, 而是因为概念内

涵的不同会改变人们对贫困根除的战略思考[ 4] 。对贫困概

念的深化理解 , 如从“生存贫困”到“能力贫困”, 对科学制定

扶贫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扶贫标准的制订从“生存贫困

线”发展到“发展贫困线”, 说明对贫困线的制订不能搞全国

性的“一刀切”, 而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

对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应当制订较高的贫困线, 这利于对贫

困人口和地区的更多关注。

3 .2 扶贫参与各方要准确把握各自的角色定位  “照管”个

人的选择与为个人创造更多的选择和实质性决策的机会, 从

而使个人能够在该基础上负责地行动, 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

的[ 1] 。在扶贫工作中 , 首先 , 各级政府要尊重贫困群众在扶

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 明确其参与者和受益者的身份, 使其

认识到扶贫资源的有限性和宝贵性, 珍视扶贫资源 , 积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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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 :Brockmeier S L .PRRSV、支气管博代氏菌和猪嗜血杆

菌在猪呼吸道病中的相互作用[ A] . 姚龙涛, 徐为燕, 顾炳龙 .

第十七届国际猪病会议论文集. 上海 :2002 :74 - 75[ 中国农学

通报,2007 ,23( 9) :43]

例7 : 孙玉宏, 梅时勇, 彭金光. 甜瓜胚抢救最佳时间的确

定. 长江蔬菜,2006 :43 - 44[ 中国农学通报 ,2007 ,23( 9) :89]

例8 : 杜兵, 廖植樨, 邓健. 小麦地保护性耕作措施和压实

对水分保护的影响[ J]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1997 ,( 6) :43 - 48

[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8 ,43( 1) :143]

例9 :http :/ / chinese - s .adobe .com[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2007 ,18( 1) :98 - 99]

例3 缺失了著者名, 半支莲是一种草本花卉, 而不是著

者名。经检索, 该文献著者名为“旷野”( 笔名) , 且题名为“半

支莲、紫叶酢浆草研究成果通过技术鉴定”。可能是因为编

辑对此常识性知识了解不够, 误把“半支莲”当作著者名。例

4 缺失了题名项, 这可能是编辑、作者对文献著录不够重视 ,

在编校时把关不严造成的。例5 题名为问句, 问号为题名的

一部分, 应该补上。例6 为引用会议录常缺漏著录项的情

况。例6 中缺失了出版者。如确无出版者, 应以“出版者不

详”代替[ 5] , 外文文献则相应以“[ S .l .] ”形式著录 , 而不应缺

项。例7 中的文献缺失了期刊析出文献标志“[ J] ”和期号

“( 4)”。文献类型标志是新版《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在旧

版基础上的补充, 可能有些刊物还不够熟悉, 在对文献进行

加工、核对时应引起高度重视。例7 所在期刊的出处页中有

59 .5 %( 22/ 37) 的文献明显缺失了文献标志[ 中国农学通报 ,

2007 ,23( 9) :89] , 使全刊规范不统一。但有些期刊不著录文

献标志是被允许的( 全刊统一) , 并非本例所指的信息缺失。

需要提醒同仁注意的是 , 参考文献著录符号为前置符, 而引

用“期”的著录符号为“( )”, 其前面是不需要增加著录符号

“,”的, 故例7 应写为“孙玉宏, 梅时勇, 彭金光. 甜瓜胚抢救

最佳时间的确定[ J] . 长江蔬菜 ,2006( 4) :43 - 44”。例8 中所

引文献缺失了卷号“2”。一般而言, 冠以“学报”二字的期刊

中析出的文献, 绝大多数都含卷号, 编辑需要特别注意, 以避

免卷号缺失。依据著录规则[ 4] , 例9 中电子文献只著录了获

取和访问路径, 缺漏了发表日期、引用日期及责任作者等。

另外, 对于学位论文作为参考文献的, 应该将学位论文

保存地点的二级单位写完整[ 4] , 不能只写成“武汉: 华中农业

大学”; 对报纸中析出文献的引用, 也需将所引版次项以圆括

号形式补全, 以便查阅、核校。

很多同仁对参考文献著录问题作了研究[ 6 - 9] , 并提出了

一些好的核校方法。对于文献缺项, 责任编辑可以查阅数据

库资料( 维普资讯网、CNKI 中国知网或万方数据库资料等)

并补充完整。有些刊物向作者索取文后文献的首页面复印

件[ 10] , 或者要求作者将所引文献的首页面以“PDF”形式发给

编辑部, 也是加强参考文献著录的准确性、防止缺项、节约编

辑核对时间及避免作者转引和间引的好方法 , 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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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思考和解决问题; 其次 , 各级政府要在宏观方面居于主

导地位, 在微观方面扮演协调者、支持者和引导者的角色; 最

后, 市场、非政府组织、社会力量等则应扮演参谋者、支持者

的角色。在“脱贫攻坚”工程中, 责任主体是地方党政, 因此

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应承担第一责任; 省委派驻扶贫工作

队协助、协调、督促检查和及时反馈脱贫攻坚工作; 大学生村

官要在“脱贫攻坚”中充分施展才华, 成为经济薄弱村脱贫致

富的带头人。

3 .3  结合经济薄弱村扶贫开发进展情况  笔者在扶贫实践

中发现 , 同为经济薄弱村 , 扶贫开发的水平也参差不齐。现

阶段大多数经济薄弱村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得到了初

步满足, 选择产业化项目成为扶贫项目的主流。但也有部分

经济薄弱村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尚未得到改善, 成为其发展的

最大制约瓶颈。因此, 笔者认为, 扶贫项目的选择要紧密结

合村情、结合当地干部群众反映最紧迫的热点和难点, 应在

满足基本公共设施需求的基础上 , 再着力于选择产业发展与

转移就业等项目。

3 .4 扶贫的根本在于[ 5]  农村低收入的人群由于缺乏应对

致贫风险的能力, 脱贫的基础极为薄弱 , 市场风险和疾病风

险很容易使他们再度陷入贫困。因此, 农村扶贫政策要实现

战略重心的转移, 即把扶贫的关口前移 , 把更多的扶贫资金

投入到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上 , 根本在于

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 提高自身获取收入、预防和应对贫困

风险的能力, 而不是在其陷入贫困不能自拔之后再进行扶持

和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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