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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边境扶贫试点为契机建设生态幸福裕民

呼义红 王庆霞

中共新踵裕民县委党校 新疆 裕民

摘 要 ： 新疆裕民县作为 自治区级贫困县 近年来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 基础设施建设 ,
社会事业发展 劳

务培训 、转移就业有 了新突破 ；定点扶贫 扶贫试点 生态环境保护有了新成效。 但问题依旧突出 表现在贫困人 口

数量多 返贫问题突出 基础设施薄弱 特色产业规模小等问题 。 为此 因实施好
“

五大工程
”

完善好
“

五项机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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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地区裕民县位于准噶尔盆地西部 , 西与哈 了 户 人低收人贫困人口的稳步脱贫 。

萨克斯坦接壤 边 公里。 全县总 平 二是社会事业发展有新突破 。 十年来 裕民县

方公里 是
一

个以农为主 、 农牧结合的边境县 。 县 贫困农牧民参加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 户

辖五乡两场一镇 , 总人 口 万人 年被确定为 人 实现了乡有卫生院 、村有卫生室 , 有效缓解 了贫

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 年全县完成生 困农牧民就医难的问题 ；教育文化事业得到较快发

产总值 亿元 较上年增长 ；
地方财政收 展 ,

“

两基
”

成果得到巩 固 , 适龄儿童人学率达

人 万元
, 增长 , 其中 ：

一

：收入 万 ,
基本解决了贫困农牧民子女上学难的问题 ；

元 , 增长 ； 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 增长 实现村村都有文化活动场所 电影下乡 全覆盖 ；大

农牧民人均纯收人 元 , 增收 力推进计划生育
“

两证
”

家庭奖励和
“

少生快富
”

工

元 , 增长 。 程 , 实现了推进计划生育工作与扶贫开发工作的有

劳务■、转 业 據 。 十年来 ,

裕民县扶贫开发工作紧紧围绕
“

划分区域 、分 裕民县累计培训农牧民 万人 次 ) ,
实现农牧民

类扶持 、整村推进 、连片开发 、完善机制
”

的工作方 转移就业 万人 次 。 通过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

针 , 以整村推进为抓手 以改善农牧区基本生产生 动力 , 拓宽了农牧民的增收渠道 , 实现了
“

输出
一

活条件为核心 , 强化投入力度和扶持措施 , 农村贫 人 、致富一家 , 输出
一

批 、带动
一村

”

的 目标 。

困人口 大幅减少 ,
农牧民收人水平稳步增加 ,

经济 三项新成效 。

一是定点扶贫取得新成效 。 五

社会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 实现了
“

三个新突破
”

, 取 年来 , 裕民县累计争取各级帮扶单位对口援助资金

得了
“

三项新成效
”

。 及物资 余万元 引进项 目资金 万元 。 实

三个新 突破 。

一

是基础设施建设有新突破 。 施了广播电视播控 中心楼建设 、双语幼儿园建设 、

裕民县十年间累计投人资金 万元 其中财政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建设及灾后房屋重建等 个项

扶贫资金 万元 ) , 相继实施了贫困户住房改 目 。

造 、到户扶贫畜 、暖棚暖圈 、农田水利 、人畜安全饮 二是扶贫试点取得新成效 。 裕民县整合各类

水 、抗旱机电井改造 、高效节水灌溉 、村级道路 、路 资金 亿元 , 推进边境和山 区扶贫试点工程 新建

边渠建设等一大批惠民 富民工程 。 这些基础设施 了边民安居房 、牲畜棚圈 、人畜安全饮水 、阿勒腾也

的建设解决了 户 人特困人 口的温饱 实现 木勒水库和城镇集中供热搬迁改造工程 , 发展特色

本文 系 年度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 目 ( 《新疆 少数民族聚居地边境扶贫试点及其成效的调查研究 》的

子课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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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业 , 培育红花 、 巴什拜羊优势产业 打造出木乎 技推广网络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原因 已是
“

线断 、网

尔灾后重建新村 、辽宁援建哈拉赛牧民新村 、 白布 破 、人散
”

大量的科技人员养在机关 农业科研成

谢警民共建新村 、吉兰德边境试点新村等亮点工 果远离农民 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程。

一

且 太枕播坦姑古却 秘 枯也 说 曰
三 、加快推进裕民县边境扶贫工作的 目标及对

二是生态环境保护有新成效 。 十年来 裕民县

累计投人资金 余万元 , 实施了退耕还林 、退牧

还草 、

“

三北
”

防护林及防沙治沙等项 目建设 受益 实施好
“

五大工程
”

。

一是以边境试点重点 ,

农牧户达 余户 , 其中受益贫困户 余户 。
集中实施一批

“

边民宜居工程
”

。 按照
“
一线守边 、

二线 固边 、三线服务
”

的工作思路 以 个边境村为

二
、裕民县实施边境扶贫试点的主要问题 重点 , 大力改善边境村和边民户住房及配套设施建

设 , 尤其着重改善边民特别是守边户生产生活条

贫 困 人口数量 多 , 扶贫攻坚任务重 。 裕民县 件 ,
提高边民 自我积累和 自我发展能力 , 创造有利

共有 个村 ( 队 ) , 其中 ： 边境村 个 , 占全县村级 于后代成长的良好环境 。 实现边 民
“

安得下 、守得

数的 ,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 个 均为边境 住 、能致富
”

的 目标 。

村 ,按照新的扶贫标准 ,农利在 困人口还有 户 二是以 山 区试点为助推器 集 中实施一批
“

民

人 ,
占全县农业人 口的 在新确认的贫 生搬迁工程

”

。 针对个别山 区村不同条件和生存环

困人 口 中
,
贫 困牧民 占 以上

, 缺乏生产资料和 境状况 , 采取突出重点 ,
瞄准对象 , 对生存条件恶

生产技能等突出问题 , 自我发展能力较差 。 劣 , 不适宜发展 、居住在特困 山 区村的贫困农牧民 ,

返贫 问题突 出
, 贫 困人口 脱贫任务重 。 贫困 在其 自愿的前提下 , 有计划 、有步骤地实现异地搬

人 口 中普遍存在着文化层次低 综合素质低 缺乏 迁 。

竞争意识 思想观念落后 、

“

等 、靠 、要
”

思想严重 , 劳 三是以整村推进为着力点 , 集中实施
“

民生完

动技能和生产能力差等突出 问题 。 贫 困人 口抗 自 善工程
”

。 着重将现已经建好需要加 固修缮的居民

然灾害能力 比较薄弱 , 因灾致贫 、 因病返贫问题 比 住房 、暖圈等进行重新完善修建 , 确保农牧民安全

较突出 。 入住 发展生产 , 帮助其适应新环境 从事新的生产

基础设施薄弱 , 整村推进困 难多 。 长期以来 , 生活方式 , 引 导农牧民尽快实现身份的转变 , 生产

裕民县处于无高速公路 、无铁路 、无工业支撑的
“

三 方式的转变 扶贫开发要集中力量 集 中资金 , 实施

无格局
”

。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
生活条件差 , 人畜饮 整村推进 按照统

一

规划 、统一实施的方法 , 坚持科

水困难 , 住房简陋 交通不便
, 就医困难 经济发展 学合理 、突出重点 、量力而行 、先易后难的原则 。 通

落后 , 贫困群众生活水平低 。 贫困农牧民
“

行路 过整村推进的实施 , 实现
“

九通
”

通水 、通电 、通油

难
”

、

“

吃水难
”

、

“

上学难
”

、

“

就医难 等问题仍然突 路 、通暖 、通邮 、通网络 、通电话 、通广播电视 、通客

出 。 在试点村建设 、整村推进中困难多任务重 , 全 运班车 和
“

九有
”

有办公议事场所和强有力 的领

面实施安居房改造 、庭院经济 、人畜全饮水 、道路摊 导班子 、有集体经济收人 、有双语学前教育场所 、有

铺等项 目 , 因财政扶贫项 目资金有限 , 资金整合难 文化教育健身活动场地 、有卫生室 、有稳定的收人

度大 。 和生产资料 、有安居房以及厕所 、有综合性的商业

特 色产业规模小 , 产业结构层次低 , 产业扶贫 与生活服务网点 、有良好的村容村貌 建设目标 。

能力 弱 。 重点村传统农业比重大 ,群众普遍思想观 四是以产业发展为支撑 , 集中实施
“

民生产业

守旧 , 视野不开阔 , 多数人沿袭古老的生产方式零 工程
”

。 按照
“

抓龙头 、带产业 重特色 、强基地 上

散生产或经营 贫困人 口收人主要来源于传统农牧 规模 、带农户 , 有市场 、保增收
”

的产业化扶贫思路 ,

业生产 , 占人均收人的 以上 。 特色产业规模 以
“

三个万亩
”

特色种植 、农副产品深加工和生态旅

小
,
市场开拓能力弱 , 附加值低 , 自 我发展能力不 游为重点 , 以增加贫困农牧民收人为 目标 , 围绕地

足 绝大多数农户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 委提出 的扶贫开发要和农牧业现代化 、新型城镇

科技力量不足 科技服务
“

缺位 。

一方面 ,缺 化 、新型工业化和特色旅游业相结合的 目标要求 ,

乏有效的科技指导 , 直接制约了农业结构调整的进 逐步形成
“
一

乡
一业 、

一村
一品

”

的发展格局 , 力争

程和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 ；另一方面 , 原有农业科 把巴什拜羊 、

“

裕 民无刺红花
”

打造成全国知 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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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 引 进有实力的企业 高起点发展 中药提取 、加 作 。 要准确界定贫困户 , 摸清家底 , 搞清情况 建档

工与制药等高附加值的工业项 目
,
建立起新型的生 立卡 增强扶贫开发工作的针对性 将扶贫政策措

态工业体系 。 重点加强 家扶贫龙头企业与贫困村 施真正落实到重点村 、贫 困户 。 根据制定的扶持规

产业开发的对接合作 延伸产业链条 实现多元化 划 采取针对性措施 建立脱贫长效机制和农牧 民

投入 、规模化生产 、市场化运作 、产业化经营的产业 增收机制 巩固扶贫成果 。

扶贫模式 。 四是完善培训机制 , 提高农民素质 。

一方面要

五是以 文化为先导 , 集 中实施
“

文化 引领工 通过务工技能培训 , 转移贫困劳动力 , 促进贫困农

程
”

。 不断丰富
“

守疆 、奉献 、减贫 、发展
”

的新疆扶 牧民增加劳务收人 ； 另 一方面要加大农业实用技术

贫精神
,
增强贫困农民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巩固全 培训 , 提高农民的务农水平 ,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增

区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
倡导全县各 加农业生产收人 。 要强化职业技术教育 根据裕民

个民族和睦相处 、边防巩固 、社会稳定 少数民族能 县贫困地 区优势骨干产业发展需要 , 开办相应专

歌善舞 文化丰富多彩 源远流长的 区域文化 ；
彰显 业

,
采用实用教材 ,

培养实用型乡土人才 。

得天独厚的大农牧业资源和秀美的旅游资源 , 以此 五是完善参与机制 激发群众热情 。 要进
一

步

巩固各民族更加和睦 , 边防更加巩固 , 社会更加稳 加强与 自 治 区 、地区对 口 帮扶单位的联系 做好项

定 经济更加繁荣 边民更加富裕。 目 的规划和争取工作 要继续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

完善
“

五项机制
”

。

一是完善责任机制 , 层层 建设重点村和边境扶贫试点村对 口帮扶工作 加大

抓落实 。 按照
“

县负总责 、 乡场抓实施 、村队抓落 县直部门帮扶力度 , 制定帮扶措施 落实考核内容 ；

实
”

的要求 将扶贫开发工作与基层组织创先争优 贫困群众是扶贫攻坚的主体力量 要充分调动群众

活动结合起来 ,
与各级干部赴基层 、转变作风 、服务 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激发群众用 自 己双手

群众活动结合起来 与干部履行职责 、 能力培养和 改变贫 困面貌的 劳动热情 。 将警民共建的 白 布谢

干部选拔结合起来 , 与落实重点项 目结合起来 , 与 村 、连片开发的木乎尔村 、辽 宁援建的哈拉赛村和

帮助农牧民脱贫致富由
“

输血
”

变
“

造血
”

结合起来 , 原址改建的吉兰德山区边境新村作为主战场 完善

落实党政一把手负责制 ,

一级抓
一级 、层层抓落 基础设施建设 , 培育特色种养基地 打造边境文化 ,

实 。 严格实行年度 目标责任考核 并将考核结果作 整治综合环境 , 多措并举 ,
让院子绿起来 、果树栽起

为评价党委 、政府扶贫工作绩效的重要依据 作为 来 、家禽养起来 、村庄美起来 、人民富起来 、裕民人

党政
一

把手年度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 幸福起来 。

二是完善投人机制 , 引 导民间资本进人 。 不断

创新投人机制 , 整合扶贫开发的项 目 和资金 , 在积

极争取上级扶贫资金 、信贷扶贫资金和专项支农资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金支持的同 时 大力开展招商扶贫 引 导民 间资本 夂民 曰报

投人扶贫开发 。 要围绕扶贫开发规划 整合各相关
自

部门的支农资金 ,
集中用于扶贫开发 。 要加大金融

新

辦 人 斗 丄出 占故
瑞典 岡 纳 學尔达尔 世界贫困 的挑战

——

界反贫困 大
资金的扶贫力度 ’

完善小额信贷管理办法和 了机
北京 经济学 院出版社 ,

腿

制 ’扩大农村小额信 額农户的支持 。

李政賴民舰脉贫策略思考 查探索
三是完善协调机制 , 形成扶贫合力 。 要明确工

作方向 , 瞄准扶持对象和重点区域 , 对症下药 , 重点 编辑 曹李海

突破 。 瞄准贫 困村和贫困户 ,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