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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体会议和召
开的黄南州十一届十一次会议鲜明
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目标要求和具体
措施，是对我州扶贫攻坚行动的进
一步深化和拓展，为我州提前实现
整体脱贫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
动纲领。尖扎县将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对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
总体要求，狠抓产业扶贫、精准扶
贫和智力扶贫，确保全面完成“十
三五”扶贫攻坚任务，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步推进区域开发与精准扶贫
两个重点。针对全县基础设施薄
弱，农牧业发展后劲不足的这一实
际，按照“先难后易，统筹兼顾”的原
则，争取投入扶贫资金 7.06 亿元加
大贫困地区以“水、电、路、讯”为主
的农牧业基础设施及住房和公益性
项目建设，着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为实现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
收打牢基础。同时，针对精准扶贫
政策实施中，与精准扶贫对象处于
同一村社的农牧民因群众无法享受
这一政策，从而可能产生负面舆
论。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同时，

兼顾同一区域，同步推进区域开
发。其中，精准扶贫主要依靠专项
扶贫措施，区域开发主要依靠行业
部门，两个轮子同时转，做到同步
推进。

扶持发展优势产业。针对尖扎
县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独特，但开发
利用水平低，效益不明显的实际。
争取将尖扎列入青海省重点旅游开
发区，制定符合尖扎县情的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规划，对全县旅游资源
开发、文化传承和保护、农家乐改造
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同时，进一
步加大对菜篮子项目的扶持力度，
在园区规划、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
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在项目申
报、规模认定、扶持龙头企业等方面
予以重点倾斜，增强贫困地区自我
发展能力。

探索易地搬迁与产业扶贫相结
合的路子。“十三五”期间，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或生态移民项目统一建房
后，再无可供生产安置的土地，探索
易地搬迁与产业扶贫相结合的路
子，通过建立产业集中区，鼓励支持
移民群众融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

是今后发展的趋势。一是在易地搬
迁前，按照“一体六配套”目标（房屋
为主体，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
发展、能力建设、生态环境、后续管
理为配套的新型移民社区），先制定
总体规划，将基础设施、房屋建设、
产业发展、后续管理等全部纳入规
划，并建立易地搬迁与资金整合捆
绑使用联席会议制度，规划一经审
批，各相关部门无条件执行，集中投
入资金，提高配套设施的到位率和
群众的入住率。二是易地搬迁中，
严格按照规划，对农村危房改造、奖
励性住房、扶贫建房补助、城镇保障
房等资金有机整合起来，尽可能减
少群众建房投资。三是积极争取省
州扶贫部门大力支持，建立省级扶
贫产业集园，引入劳动密集性企业，
或发展商贸、物流、家政、物业管理、
旅游等服务业，引导群众就近就地
就业，解决因供地矛盾造成的后续
产业发展问题，实现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能增收”。

以人为本，大力开展扶贫技能
培训工作。根据扶贫人口的年龄、
文化水平和贫困等级和劳动能力，

实行精准培训、精准扶贫。对轻壮
年劳动力，加强技能培训，促进转
移，按照思想观念、接受能力，适当
延长培训时间，做到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每户有一名技能型人才。探索
定向培训的路子，实施“培训—资金
—就业”打包的培训工程，争取每年
确定1至2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签订
用工协议，下达培训任务，培训结束
经考核合格后安排到用工企业务
工，实现“按需培训、稳定就业”。同
时，在尖扎县建立青海省职业技术
学校分校，作为专门培训基地，通过
智力扶持挖穷根。对有劳动能力的
留守人员，围绕文化旅游业、特色农
牧业，实施精准扶贫，着力培育增收
产业，增强发展能力。积极落实“雨
露计划”政策，对贫困地区精准对象
子女在大学特别是职校就读的，学
习期间的费用纳入扶贫救助范围，
予以全额补助。

建立完善金融扶贫机制。每年
争取拿出一定的资金作为扶贫贷款
的风险基金，存入授信池，开展授信
池的业务担保基金。按照1：10的比
例放大投放规模，以符合条件的建

档卡扶贫对象为重点，兼顾能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产业大户或专业
合作社，提供一定额度、手续简单、
无担保、无抵押的扶贫贴息小额贷
款，鼓励建档立卡乡镇、村、农户发
展特色产业，让每个村都有特色产
业、户有增收项目，实现差异竞争、
错位发展。

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防止
因灾、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针对
贫困地区发生重大灾情、农牧民群
众发生重大疾病、重大意外事故导
致因灾返贫、因病返贫等突出问题，
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有效控制
返贫现象发生。对未脱贫、无劳动
能力的低收入农户，采取政府兜底
措施，以户为单位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范围，做到扶贫和民政救济无缝
衔接，确保实现同步脱贫，补齐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建立一套与精准扶贫相适应的
扶贫考评考核机制。重点抓好省州
县联点村“第一书记”、加大对省州
有关部门、县乡干部完成扶贫工作
任务情况的三个层面的考核。

“十二五”以来，尖扎县扶贫开发工作紧紧围绕“减少贫困，增加
收入，缩小差距，构建和谐”的总体目标，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按照
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要求，以扶贫开发“四大工程”（整村推
进、劳动力转移培训、易地扶贫、产业化）为重点，拓宽工作领域，加
大工作力度，累计投入资金22949.18万元，其中专项扶贫10752.6万
元，行业扶贫7190.4万元，社会扶贫346.18万元，援青扶贫4660万
元。扶贫开发各项工作交出全县贫困人口由 2010 年的 4420 户
19800减少到2015年的2063户7465人的答卷。

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为目标，组织开展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工
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0592万元，实施完成全县46个贫困村的
整村推进项目，扶持 4945 户 22456 人主要发展特色种养业、运输
业、商铺购置、乡村旅游业等。

以提高贫困农牧民素质、增强发展创业能力为目标，组织开展
科技培训和劳动技能培训工作。按照“需要什么、培训什么”的原
则，对县、乡、村干部共计236人次进行扶贫业务培训；对850名农
牧民进行以畜疫防治、草原灭鼠、暖棚养殖、种菜、旱作农业、丰产
栽培等内容为主的实用技术培训；对1802名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进
行泥瓦工、唐卡、摩托车维修、烹饪等为重点的劳动技能培训。通
过培训，有效增强县乡村干部组织开展扶贫开发工作能力，显著提
高贫困群众的科技素质和劳动技能水平，促进贫困群众生产观念
和就业观念的转变。

以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发展劳务经济为目标，组织开展劳务
输出工作。按照“巩固省内，扩大省外，拓展规模，提升层次”的总
体工作思路，采取“政府推、干部带、宣传促、政策引”的办法，继续
把劳务输转工作作为发展农村牧区经济，增加农牧民非农收入的
重要措施来抓，及时、准确地把收集到的用工单位、用工项目、劳动
条件、工资待遇等信息提供给农牧民群众，协调国家投资建设的项
目工地使用本地农民工，促进农牧民非农收入的增加，输出农牧区
剩余劳力2.1万人（次）以上。

以解决特殊贫困群体温饱为目标，组织开展易地扶贫工作。
“十二五”以来，按照“政府引导，群众自愿，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因
地制宜，形式多样”的原则，以“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为目标，累
计投入资金2036万元，实施能科、当顺、坎布拉、尖扎滩等乡镇贫
困群众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截至目前，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移民
540户2579人。

以培育地方特色产业为目标，开展产业化扶贫工作。争取落实
财政扶贫项目资金3130万元，主要用于发展培育地方特色产业，实
施坎布拉镇直岗拉卡村的乡村旅游宾馆和马克唐镇麦什扎村的高
标准蔬菜种植大棚建设项目、昂拉乡拉毛等三村和措干口村蔬菜温
棚建设和尖扎滩乡岗毛村加油站项目、5个乡镇7个合作社产业扶
持项目、马克唐镇马克唐村综合建材市场建设及昂拉乡措加村“美
丽乡村”建设“农家乐”改造和昂拉乡如什其村黄牛养殖繁育项目等
一大批扶贫产业项目。全县扶贫产业化项目带动贫困农牧户3406
户17647人，有效增加贫困农牧民收入。

以增强扶贫开发合力为目标，组织开展对口帮扶和定点扶贫
工作。积极督促县直定点帮扶单位开展定点帮扶工作，加强与国
家建设部、辽宁省和省州直有关帮扶地区和单位的联系，使全县定
点帮扶和对口帮扶工作深入开展。5年来，争取各类社会帮扶款物
折价共计5006.18万元。以上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扶贫开发工作
的顺利开展。

通过近5年的扶贫开发工作，有效增加贫困农牧民收入，其人
均纯收入从2010年的1170.98元增长到2015年的2705元。全县贫
困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贫困村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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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精准扶贫 打好组合拳
尖扎县“十三五”扶贫开发清单已列出

新建农贸市场建设项目新建农贸市场建设项目。。

整村推进养殖项目整村推进养殖项目。。

雨露计划雨露计划，，短期培训短期培训。。

易地搬迁易地搬迁。。
温棚产业建设项目温棚产业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