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评论员 孙秀岭

实干兴邦。确保全省240多万贫困人口如期脱
贫，要干的工作一百条、一千条，实干是打赢攻坚
战的第一条。

调研扶贫开发，与基层同志探讨脱贫之道，无
论进村入户精准识贫、填写贫困户档案，还是一家
一策、研究脱贫办法，无论推进产业扶贫、金融扶
贫，还是强化教育扶贫、文化扶贫，无论深化医疗
改革、搞好政策兜底，还是创新扶贫方式、改进考
核办法，“干”是关键。只有扑下身子、埋头苦
干，甩开膀子、真抓实干，各个扶贫谋划才能落到
实处，各项扶贫资金才能精准到位，电商、光伏、
乡村旅游等扶贫行动才能见到实效。

实干，要有啃“硬骨头”的胆气。调研中看
到，已脱贫人口中有的脱贫基础还不稳固；剩余的
贫困人口，基础条件更差，发展能力更弱，致贫原
因更复杂，贫困程度更深；大量资金分散在扶贫、
民政、教育、农业、残联、卫生、社保多个部门，
扶贫资金有待统筹运作；一些扶贫组成人员多是
“抽调”，有的存有临时思想等。扶贫到了攻克最
后堡垒的阶段，面对的多数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越是面对困难，越要有苦不怕苦、知难不畏
难，越要有一股子闯劲，敢于“涉险滩”，勇拆
“拦路石”，趟出一条扶贫新路。

实干，要有科学求实的态度。基层干部争分夺
秒的干劲，令人感动，有些脱离实际的做法，却让人
担忧。有的提出今年底全面脱贫，标志是人均年收入
超过几千元，指标虽好完成，但能否真脱贫却令人生
疑。有的投放扶贫资金，更多靠主观推断，缺乏足够
的市场研究。有的考核过于简单、机械与片面，以至
于贫困人口越少的地方排名越靠后。实干不是蛮干，
更不是胡干，不能搞“被脱贫”“假脱贫”。新形势下抓
扶贫，不能搞层层加码，要把握规律和讲究策略，由
单向帮扶向双向互动、共同发展转变，由政府主体
向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转变，由给钱给物“输血式”
帮扶向培育内生动力“造血式”帮助转变。

如果说华山天险一条路，实干就是摆脱贫困的
唯一出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增强实干本
领，把该干的事情干到位，把应负的责任担起来，
就没有翻不过的贫山、迈不过的穷坎。

【政策解读】

让农村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中得实惠。结合沿
海沿河沿湖生态防护林建设、湿地生态保护区修
复、湿地公园提升等工程,在增加生态保护补偿收
益的同时,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更多护林员、管理
员等就业岗位。

■扶贫评论之一

脱贫攻坚是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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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扶真贫真扶贫

□ 本 报 记 者 赵洪杰 王 川
本报通讯员 麻 杰

9月25日10点，鄄城县董口镇郝楼村贫困户
张秀莲，正熟练地把一缕缕的加工头发捻成发
片。根据她夫妻俩体弱多病的情况，董口镇政
府在镇扶贫加工点为张秀莲谋到一份工作，某
物业公司为其丈夫郝从元谋到一份看门职业。

在郝从元夫妇的“一户一案”精准扶贫手
册中，其致贫原因、脱贫措施与目标以及帮扶
责任人、联系方式等都被明确列出。目前，全
菏泽精准扶贫手册已全部发放到贫困户。

正如郝从元一样，我省2423821个贫困户的
详细信息，现在都汇聚成全省大数据。由此，
我省标注完成贫困人口分布、扶贫措施到人、
驻村干部或第一书记派驻、脱贫人口动态管理
“四张地图”。向贫困宣战，有了“地图”，
“火力”愈加精准。

时间回到2014年。我省对7万多个行政村、
7000多万农业人口进行了精准识别，共识别出
省定贫困村7005个，省定扶贫标准以下贫困人
口519 . 5万人。但当时存在着贫困对象不够精准
的问题，一些地方人为把贫困户指标分解到贫
困县和贫困村。

去年9月，全省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
各地为摸清贫困人口底数，按照“县不漏乡、
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的要求，对
没有进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农户再识别。

沂南的做法很有代表性。前几个月的周
末，大庄镇河阳管理区书记闵祥燕依然带着工
作队挨家挨户核查。结束一个村的调查，就将
行李打包好，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下一个村。作
为有20多年工龄的老同志，李先干坦言，看着
入村调查那些密密麻麻的表格，刚接触时心里
挺没底——— 表格很细，每个贫困户基本的数
据、下一步从哪方面帮扶等，都能反映出来。

在“回头看”的基础上，我省组织15万名
基层干部进村入户，对扶贫对象进行再识别再
认定和数据信息再完善。

“他家有手扶（拖拉机），这一项怎么能
打零分呢？”“对，俺们都见他用过！”2月的
一天，沂南县大庄镇北双泉村村民代表们围坐
在一起，对贫困户入户调查结果“挑刺”。

沂南县严把程序关，采用“户户见面、签
字确认、群众评议、村级公示、镇办审核、县
级核定”程序，建立电子信息管理系统，完善
返贫“挂号”、脱贫“销号”动态管理机制，
确保精准度。

这个过程中，我省核实、调整、纠正信息
112 . 8万条，清退23 . 7万人，贫困对象实现了由
“基本准确”到“比较准确”。

贫困户的识别、认定，能做到不漏掉一个
真正的贫困户吗？

我省省定扶贫标准是按照2010年不变价即
3000元，加上物价涨幅。2015年度人均纯收入
低于3372元就是贫困户，但农村的现实很复

杂，如何准确找到贫困户考验基层智慧。
对此，沂南县岸堤镇扶贫办主任代恩全深

有体会，“入户识别并不简单，问到收入时，
一些村民的回答往往很模糊，经常以‘没多
少’作为标准答案。即使完成了‘挤牙膏式’
的询问，许多也不准确，如打短工村民收入很
难量化。”

中央定的脱贫标准是两不愁三保障（不愁
吃、不愁穿，医疗、养老、教育有保障），记
者采访发现，对照这个目标，精准识别，基层
各有神通。

菏泽市牡丹区皇镇乡采取“四看”法：一
看“房子”，了解贫困户的住房及居住环境；
二看“种养”，了解种什么、养什么，收入多
少；三看“智力”，了解家庭成员的智力和劳动力
强弱；四看“口袋”，了解经济来源渠道，家庭收入
和存款，根据调查情况精确筛选出贫困户名
单。

济宁创造出“六核对一规范”工作法，即
核对贫困户基本信息、识别程序、识别结论、
政策依据、脱贫措施、扶贫责任，并形成规范
的贫困户档案。各县市区对前期建档立卡的情
况进行了全面查验，多数县市区核对修正率在
10%以下。这个做法被省扶贫办推广至全省。

有了这些铺垫，脱贫攻坚“挂图作战”成
为可能。今后，我省每年都将重新核对，校正
误差，识别结果将日益精准，扶贫工作不断聚
焦。

2423821贫困户绘成“四张地图”

□ 本 报 记 者 赵洪杰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郜玉华

省委、省政府提出，通过发展生产实现150
万人左右脱贫，通过转移就业实现60万人左右
脱贫，通过易地搬迁实现6万人左右脱贫，通过
生态补偿实现4万人左右脱贫。其他农村贫困人
口通过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在精准识别、精准管理基础上，各地瞄准
贫困靶心，建档立卡的2423821名农村贫困人
口，逐步都有了个性化的扶贫方案。

“一户一案”与产业特色

“大哥，最近家里的情况咋样，有什么困
难没有？”前几天，蒙阴县垛庄镇蒙河村贫困
户张学军家来了一位特殊“亲戚”——— 镇上的
结亲连心干部、旅游办主任李运玲。张学军全
家4口，自己和老伴身体残疾，不能干重体力
活，两个孩子上学。

根据张学军家的实际情况，李运玲协助村
第一书记，帮助他种植了2亩多蜜桃和7分地的
露地葡萄。临沂市凭借“生态沂蒙山、优质农
产品”区域形象品牌，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
力发展苍山大蒜、郯城银杏、莒南花生、费县
核桃、平邑金银花等特色农产品，今年已使
2530户贫困户5310名贫困人口受益。

“小吴来了呀，快到屋里坐。”说话的是
70多岁的吴树领。老人是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镇
朱庄行政村的贫困户，他口中的小吴是区教育
局人事科干部吴攀。吴攀说，村里贫困户和留
守人员的劳动能力较差，针对这个现状，牡丹
区利用当地养殖业发达优势，区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统一选购能繁母小尾寒羊，由村集体免费
发放给贫困户饲养，每户3只母羊，一年内贫困
户返还3只母羊，供下批贫困户饲养，通过“送
三还三”循环发展，贫困户每年可增收5000
元。

省扶贫办副主任邵国君说，在产业扶贫
中，我省同时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的带动作用，把贫困户纳入产业化经营链
条，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值收益。上
半年，全省共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6826个，
带动贫困户135451户。

资金的合与分

干过40多年木匠活的吴则瑞是个手艺人，
这位汶上县刘楼镇上王庄村的贫困户有脱贫能
力，但儿、媳身体都不好，妻子患病卧床不
起。“家里没有木材存货，得不到客户的信
任，生意也就做不起来。”吴则瑞告诉记者，
家庭的拖累让他早就没了进木材的钱，空有一
身手艺，却“无米下炊”。

对有创业愿望、创业能力、符合创业担保
贷款条件的贫困人员，汶上县制定了创业担保
贷款扶持政策。今年，老吴没费多大功夫就申
请到了2万元的“免担保、免抵押”创业担保贷
款。拿到钱的第二天，他就进了13方松木，生
意很快运转起来。老吴能干，生意红火，不到4
个月就具备了还贷能力。

省扶贫办信息显示：今后三年，省财政共
筹措资金70亿元，设立特色产业扶贫基金、小
额贷款扶贫担保基金、公益事业扶贫基金三支
扶贫发展基金，其中特色产业扶贫基金30亿
元，通过投、贷、补相结合的方式运作管理，
预计可带动金融和社会资本跟进投资200亿元以
上。

“现在，有脱贫任务的县全部纳入了涉农
资金整合范围，按20%以上的资金比例整合，
对20个脱贫任务比较重的县实行100%的资金整
合，为产业扶贫和脱贫攻坚提供有力资金支
撑。”省扶贫办副主任张妍华说。

有资金做后盾，我省制定了“十三五”易
地搬迁实施计划，今年搬迁贫困人口7064人。
目前6个项目县中5个已开始实施，22个安置区
已开工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 . 1亿元，已搬迁入
住1178户3858人，其中贫困户328户贫困人口964
人。

10月8日，高青县芦湖街道赵店村贫困户卢
英领到第三季度的500元光伏分红。“将7个村
贫困村的扶贫资金统一纳入街道扶贫奔康发展
基金，‘资金到户’转变为‘效益到户’。”
芦湖街道扶贫干部董海峰说。

扶贫资金直接投放贫困户，项目持续性
差，长效机制难以形成。高青县的做法是：以
产业为平台将扶贫资金、贫困群众自有资源进
行整合，由龙头公司、专业合作社以市场化方

式经营，将收益落实到每个贫困群众，达到持
久扶贫目标。

据统计，全省有3898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
村以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实施产业扶贫项目，共
带动贫困人口15 . 3万户34 . 4万人。

民生底线与长效脱贫

生病的家人得到医疗救助，这才让吴则瑞
心无旁骛，专心发展家具产业。

济宁市扶贫办副主任杜昌臣说，济宁23 . 89
万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占53 . 85%，家庭有
一个病人，就至少拖住一个健康人。

“我们首先完善扶贫对象慢性病鉴定制
度，对病情较重或行动不便的，组织专家到扶
贫对象家中进行鉴定，符合条件的慢性病患
者，可到定点医院就医购药即时报销。”他
说，当地还出台了降低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起付
标准，取消大病保险起付线，大病保险最高支
付限额提高到50万元。

在济宁，记者发现贫困群众人手一张“惠
民医疗卡”，在公立医疗机构内免收普通门诊
诊疗费、专家挂号费、急诊观察床位费，心电
图、B超、化验等各类检查减免20%费用，治疗
费、住院床位费减免30%。

现在，济宁的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
月300元以上，已实现低保线和脱贫线“两线合
一”，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没了后顾之忧。今
年，我省各地农村低保标准均要达到国家扶贫
线以上，全省已有118个县（市、区）五保供养
标准达到省定扶贫线以上。

沂南县70周岁以上的农村老人7 . 33万人，
列入贫困人口的 1 . 5 万人，占贫困人口的
32 . 7%。在精准脱贫过程中，当地县财政出资
500万元，加上社会捐赠，成立家庭养老孝心基
金。原则上每位70岁以上老人的子女每月缴纳
不低于100元，基金在返还所缴资金基础上给予
每位老人每月10元以上的奖励补助。

截至目前，临沂市已有1700个村成立了家
庭养老孝心理事会，其中，415个省定重点贫困
村中已有311个开展家庭孝心养老工作。省扶贫
办副主任张瑞东说，我省60岁以上的老龄贫困
人口占50 . 3%，这些探索不仅推动了老年贫困人
口脱贫，还净化了养老孝老的社会风气。

“一户一案”，不让一个人掉队

山东省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调整，书记、省长
担任组长。重新组建省扶
贫办，放在省委独立运行

2015年

2016年

12月

12月15日

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召开，《关于贯彻落实中
央扶贫开发工作部署坚持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出
台，与17市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签定脱贫攻坚责任书

4月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编制了25个
专项实施方案和23个工
作意见印发，形成“1+25+
23”脱贫攻坚政策体系

4月21日

《山东省市级党委和
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
考核办法》印发

《山东省关于贫困对象
退出实施方案》审议通过

5月15日

老齐，不能在生态

防护林里吸烟！

咦？你什么时候当

上护林员了？

村村里里看看我我没没有有稳稳定定收收
入入，，让让我我当当了了护护林林员员。。

这这么么好好！！那那你你现现在在也也算算
端端上上““铁铁饭饭碗碗””了了！！

作者：卢鹏

①闫军（省委宣传部派驻费县马庄镇顺河

村第一书记）：扶贫就是要把有想法、有能

力、有干劲的贫困户扶起来。村子要有自我造

血机制，发展起属于自己的产业，这才真正有

希望。

②陶凤贵（梁山县大路口乡陶那里村贫困

户）：去年7月政府送我50只种兔，生了很多

小兔子，卖兔子已收入千把块钱。我现在很知

足！

③王玉山（冠县范寨镇小井村贫困户）：

依托政府扶贫政策，增加收入，早日摆脱贫

困，生活不再犯愁。

④李安增（莱芜市莱城区凤城街道北埠社

区贫困户）：是党的扶贫行动让俺圆了致富

梦，估计每年能挣三四万块钱。俺最大的心愿

是明年村里搬迁不用借钱就能住进新房子。

⑤孙桂珍（莱州市郭家店镇古村村民）：

希望这几年能风调雨顺，苹果苗快快长大，结

出了果实，自己也过上小康的生活。

⑥张强（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张炳村贫困

户）：我想自己能赚点钱，重新撑起这个家。

⑦焦玉英（齐河县晏城街道办事处机关干

部）：精准扶贫的关键是精准施策，唯有如

此，才能解真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制图：巩晓蕾 于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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