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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
州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深刻地阐
述了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的重大
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四个
切实”的重大要求，为我们做好
新时期扶贫工作指明了方向。7 月
28 日，省委召开十二届九次全体
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新一轮扶贫
攻坚，充分体现了省委与贫困决
战，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向全面小
康迈进的坚强决心。

回首昔日成果回首昔日成果
筑牢攻坚基础筑牢攻坚基础

“十二五”以来，州委、州政
府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先后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14 亿元 （其中，专项 3.3 亿元、行
业 8.6 亿元、群众自筹 2.1 亿元），
着力实施了一批易地搬迁、整村
推进、劳动力培训、产业培育等
扶贫项目，全州贫困人口从 2011
年 的 9.02 万 人 减 少 至 目 前 的 3.45
万人，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5.57 万
人。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从 2011 年
的 1369 元增加到目前的 2161 元，
贫困发生率从 2011 年的 45.5%降至
16.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 个百
分点；年返贫人口为 510 人左右。
期间，为全州扶贫攻坚村选派入
乡驻村干部 855 名，落实帮扶资金
5700 万元。贫困地区发展条件不
断改善，贫困群众增收基础更加
牢固，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全州各级党委政府按照精准
扶贫要求，紧紧把握当前国家扶
贫开发政策趋势和投资方向，加
大 项 目 资 金 争 取 力 度 。 截 至 目
前，已落实各类项目资金 12574 万
元。其中，已落实下达第一批项
目资金 7494 万元，第二批项目资
金 5080 万元，将于近期下达。紧
紧围绕“户有致富项目，村有特
色产业”的目标，投入资金 5300
万元，着力实施了 22 个贫困村的
整 村 推 进 工 程 和 一 批 有 机 畜 牧
业、蔬菜种植、牛羊育肥、旅游
等为主的产业扶贫项目。按照群
众自愿、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
原则，结合城镇化、新农村和生
态文明建设，投入专项资金 3512
万元，积极推进干旱山区、地质
灾害易发生地区的 1103 户 4602 名
贫 困 群 众 向 中 心 村 、 县 城 聚 集 ，
产业向园区发展，以人口搬迁聚
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城乡资
源要素合理配置，扭转了贫困地
区产业结构单一、经营模式传统
粗放的发展格局。投入资金 650 万
元 ， 围 绕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劳 动
力、“两后生”职业教育培训和资
助贫困大学生、贫困家庭高中学
生，组织开展了贫困家庭劳动力
技 能 培 训 、 职 业 学 历 教 育 补 助 、

“双千工程”和“青春创业扶贫行

动”。年内短期技能培训人数将达
到 1500 人，“两后生”职业教育补
助达到 860 人。坚持把推动特色优
势产业上规模、上水平作为扶贫
开发的重点工程，投资 3000 万元
对同仁、泽库、河南三县扶贫产
业示范园区项目进行扶持。

摸清贫困底数摸清贫困底数
明确主攻方向明确主攻方向

州委先后召开常委会议 、州
委农村牧区及扶贫开发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 书 记 6 月 18 日 贵 州 讲 话 精 神 ，
对扶贫攻坚工作初步进行了安排
部 署 ， 并 组 成 两 个 专 题 调 研 组 ，
由两名厅级领导带队，分赴四县
开展全州扶贫工作调研。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没
有调查更没有决策权。专题调研
组高度重视、工作认真、方法得
当，分别对四县 22 个乡 （镇） 22
个贫困村进行了专题调研，其中
入户调查 210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 6 次、听取
专题汇报 4 次，调查面达全州建档
立卡贫困村总数的 21% 。在此基
础上，结合州直部门和四县调研
结果，深入分析和查找推进精准
扶贫和提前脱贫的有利条件和制
约因素，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
目标、提出对策。7 月下旬，州委
书 记 巨 克 中 先 后 两 次 深 入 同 仁 、
尖扎两县农牧区就精准扶贫，宣
讲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围
绕开展“四个一批”精准扶贫行
动，做好精准识别、建档立卡等
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对全州扶
贫工作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和 把 握 ， 明 确 了 “ 主 攻 ” 方 向 ，
形成了有价值的成果。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
高 点 ， 身 处 攻 坚 拔 寨 的 冲 刺 期 ，
我州面临着扶贫新形势，肩负着
繁重硬任务。目前，还有精准扶
贫 攻 坚 村 105 个 、 贫 困 户 9549
户、贫困人口 34564 人，且大多分
布 在 高 寒 牧 区 和 干 旱 浅 脑 山 区 ，
交 通 不 便 、 资 源 匮 乏 、 生 态 脆
弱，缺乏产业支撑，公共服务水
平 低 ， 贫 困 人 口 脱 贫 致 富 能 力
弱 ， 因 病 、 因 灾 返 贫 现 象 突 出 ，
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土地
少、草山少、牛羊少的问题依然
存 在 。 接 下 来 的 扶 贫 任 务 更 艰
巨，扶贫成本很高，肩负的责任
更重。

3.45 万贫困人口期盼早日实现
小 康 梦 ， 这 是 现 状 ， 更 是 挑 战 。

“在全面小康进程中，决不让贫困
群众掉队，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为早日实现这个共同的心愿，全
州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省、州委决
策部署，不断创新扶贫机制，完
善扶贫举措，着力构建政府、市
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工作
格局，坚决打好新一轮扶贫攻坚
主动仗。

把握有利条件把握有利条件
坚定小康信念坚定小康信念

信心坚定方向，信心激发力
量。当前，全党动员、全民参与的
扶贫攻坚大格局正在形成，既要正
视困难和问题，又要把握有利条
件，不断增强扶贫“攻坚拔寨”的
信心和决心。经济总量逐步扩大。
全州紧紧抓住中央支持藏区发展、
省委实施平安与振兴工程等政策机
遇，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全州经济
社会发展步入历史上发展速度最
快、发展质量最好、发展成效最显
著的时期。2011 年到 2014 年底，全
州生产总值从 48.4 亿元增加到 68.83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从 31.9 亿元增
加到 64.72 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从 1.5 亿元增加到 2.53 亿元；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74元增
加到22645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
3649 元增加到 5654 元。发展机遇前
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 6 月 18 日在
贵州座谈会上，对到 2020 年如期脱
贫提出了“四个切实”的具体要求
和“四个一批”的行动计划，这是
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
战。省委为深入贯彻中央的部署和
要求，全面开展扶贫大调研，研究
制定全省提前 1 至 2 年脱贫的具体措
施，为我州如期实现脱贫提供政策
机遇。省委省政府组织实施的平安
与振兴工程，规划将在全州实施190
个项目，总投资达503亿元，为全州
扶贫攻坚注入强大物质支撑。自
2010 年国务院确定发达省市对口支
援青海藏区以来，天津市已累计投
入对口支援资金达 2.96 亿元。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近几年，在中央和
省委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民族团结
和依法治理两面旗帜，经过全州上
下的共同努力，借鉴“枫桥经验”
和“班玛经验”，对社会秩序混乱、
矛盾纠纷多的乡镇村 （社） 和寺院
开展地毯式的综合整治，广泛开展

“平安细胞”创建活动，深入推进
“六·五”普法暨依法治理工作，发
挥县乡村三级人民调解组织作用，
彻底化解了长期影响团结稳定的矛
盾纠纷，解决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
的突出问题，全州维稳工作逐步由
被动向主动、粗放向精细、应急向
常态转变，全州社会大局持续保持
和谐稳定。群众脱贫愿望强烈。随

着现代农牧业的快速发展，扶贫产
业规模的不断壮大聚集，全州设施
农业、有机畜牧业、水产养殖业迅
速兴起，农牧业产出率提高，农畜
产品附加值增加，促进了农牧民增
收，加之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群
众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积极参加
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养殖业、种植
业的群众越来越多，贫困群众想发
展、求富裕、奔小康的愿望十分
强烈。

找准关键环节找准关键环节
推动精准扶贫推动精准扶贫

8月10日，州委召开十一届十一
次全体会议，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十
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统一思想认
识，创新工作机制，凝聚各方力
量，号召全州上下同心同向同力，
加快整体脱贫步伐，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全面安
排部署了扶贫攻坚工作，提出新思
路、新举措、新要求。

“四个切实”、“六个精准”、“四
个一批”为扶贫攻坚指明了方向。
今后一个时期，全州各地区各部门
将扶贫攻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
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
之重来抓，全方位加快扶贫开发工
作步伐，在加快土地 （草场） 确权
和流转方面取得新进展，在培育扶
持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方面取得新
突破，在加快科技支撑方面取得新
成效，在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方面有
新举措，在加快金融扶贫服务方面
有新作为，为实现整体脱贫创造新
条件、注入新动力。

这是对扶贫开发工作进行总动
员、总部署，彰显了党带领人民战
胜贫困、摆脱贫困的坚强决心与信
心，更是下一步工作的行动指南。

“四个一批”核心在于扶持就业
和生产发展。为此，州委、州政府
决定，举全州之力，精心组织实施
扶持就业和生产发展八个专项行动
计划。实施农牧产业扶持行动计
划。加强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
合作，大力发展以有机畜牧业为龙
头，引导贫困户通过主动融入集约
化生产来扶持一批；发展设施农
业，抓好黄果、核桃、花椒、大田
蔬菜等为主的高效特色果蔬生产基
地建设，培育现代草业、苗木销售
等新型生态产业带动一批。实施文
化产业行动计划。坚持发展热贡文
化产业，举全力打造藏羌彝文化走
廊核心地和中国唐卡艺术之乡，加
快形成以唐卡、雕塑、堆绣、石刻
技艺、藏戏、各民族民间歌舞为主
的文化产业群体，带动贫困群众通
过参与文化产业增加收入。实施旅

游富民行动计划。打造坎布拉国家
公园、黄河旅游景观廊道、热贡历
史文化名城旅游区、青海最美草原
等省内知名景区，加快培育旅游富
民产业，推动特色文化与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实施教育扶贫行动计
划。进一步拓宽异地办学规模，提
高异地办学水平。加大与省内外职
业学校的合作办班力度，不断提高
职业教育办学水平，提升职业技能
培训能力。实施培训就业行动计
划。整合农牧、扶贫和人力社保等
各类培训资金，优先为贫困人口提
供培训机会，确保户均有1人通过接
受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
长，增强谋生致富的本领。实施劳
务输出行动计划。定期组织外地企
业举办招聘会或赴劳务输出大省进
行对接洽谈，扩大劳务输出规模。
采取岗位开发脱贫，设立保洁员、
三江源生态管护员等公益性岗位，
吸纳和安置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上
岗工作等方式，实现稳定就业，解
决贫困问题。实施市场培育行动计
划。采取搭帮联营脱贫的方式，扶
持引导贫困村、有机畜牧业园区、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和能人大户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以合作、联营、入
股等多种方式，实现搭帮互助，增
加贫困户经营收入。实施金融扶贫
行动计划。大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
险业务，拓宽农业保险覆盖面。鼓
励金融部门通过农村产权抵押、农
户联保和信用贷款等方式，解决贫
困农牧户小额信贷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坚持
“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把基
层党建目标任务与扶贫开发目标任
务有机融合，把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的重心放在找“贫”根、寻

“困”源上，确保扶贫开发工作做到
哪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工作
就开展到哪里，实现党的建设和扶
贫开发“无缝对接”。 把落实精准扶
贫任务作为检验“三基”建设和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重要标准，
明确责任，狠抓落实，选好配强基
层党委书记和支部书记，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战
斗堡垒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
用。9 月底前向 105 个扶贫攻坚村选
派扶贫工作队，加强驻村工作力量。

扶贫攻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
在这场没有退路、时间紧迫的扶贫
攻坚战中，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四个切实”“六个精准”“四个一
批”“八个行动计划”的要求部署上
来，肩负起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重
大政治责任和战略任务，扎实工
作、埋头苦干，戮力同心、攻坚克
难，就一定能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光荣使命。

（黄南州委政研室：王国栋
蒋静 完玛才让）

瞄准小康目标 发起扶贫总攻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