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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记者随一位朋友前往他的扶贫点，看望他

的扶贫对象——一名贫困大学生和一名村民。令人惊

讶的是，在脱贫方式上，这名村民放弃了职业技能培训

和就业扶贫，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留在村里务农。其实，

大家都明白，8 口之家只靠十来亩不算肥沃的土地，是

很难脱贫的，而且又没有其他的致富方法。这名村民的

选择，令人费解的同时，也反映出当前我区部分地区农

牧民思想观念陈旧落后的现实。

在多数人眼中，贫困，就是缺钱少物。没钱是贫

困，但贫困绝不仅仅是没钱。长期以来，固有的以物

质为根本的扶贫观念和制度在力图改变物质财富匮

乏的同时，相对地忽视或遗忘了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员

精神状态的实质性提高。

精神贫困在我区部分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员中存

在，通常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低, 科学文化知识缺乏, 科

技意识差；依赖性强,“等、靠、要”思想严重，进取心不

足；观念陈旧, 思想保守, 安于现状, 缺乏创新精神, 习

惯于传统、经验等。

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是更加难以根除的

痼疾！

缺乏文化教育，使贫困人员缺少闯出去的念头。

观念陈旧落后，导致贫困人口身在贫中不知贫, 安于

现状, 创新思维缺损, 创业的主动性和进取心严重不

足。在极少数贫困户中，“输血式”扶贫方法不仅没能

很好地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相反还使他们滋生出了

“等、靠、要”的风气，甚至还出现了极个别贫困户将种

苗弃于田间不管、将仔畜直接卖钱的情况。结果导致

反复扶贫，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资金的浪费。

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

扶贫要与扶志相结合，“授人以鱼”要与“授人以

渔”相结合，物质扶贫要与精神扶贫相结合，才能从根

本 上 摆 脱 贫 困 。 在 扶 贫 过 程 中 ，提 高 贫 困 群 众 的 思

想、文化素质，才是治本之道。要加强文化教育，进行

思想引导，为其树立榜样以求鼓励，激发贫困者自身

劳动的积极性，再辅以职业培训及配套保障措施，让

贫困群体提高不断释放潜能的能力，参与到经济、社

会建设的大军中。

在产业扶贫、到户帮扶中，我区对贫困群体的精神

扶贫要始终贯穿物质扶贫之中，做到“扶贫一人、脱贫一

户”。只要农牧民求富、求知的愿望强烈了，观念转变

了，无论是“输血式”扶贫、“造血式”扶贫，还是“参与式”

扶贫、“开发式”扶贫，都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年上半年，区扶贫办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

目的，以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为主线，以整乡推进、

面上扶贫、劳动力转移、贫困户安居工程等工作

为重点，切实瞄准扶贫对象，努力落实两个 70%的

工作目标，大力实施到户帮扶和产业扶贫两个举

措，全力打造“四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两个 70%的工作目标

截至目前，区扶贫办共安排国家投资 90679

万元，扶贫项目 1459 个，主要开展了 5 个项目。通

过这些项目的实施，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

到改善；贫困群众收入有了较大增长，贫困人口

明显减少；贫困地区的教育、卫生、文化广播等事

业有了较大发展，村容村貌有了较大改观。

据区扶贫办负责人介绍，去年扶贫办在整个

扶贫资金的投入方面的要求是 60%的资金到户。

今年国家要求要 70%的项目到户和 70%的产业扶

贫。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扶贫项目要注重两个

70%：一个是要求国家投资资金的 70%到户帮扶；

另一个是 70%的产业扶贫，产业开发项目实施主

要是用项目带动，使老百姓进入市场，群众增收

比较明显。

全区扶贫开发工作按照年初提出的资金到

户率要达到 70%的要求，实施到户帮扶，落实产业

和到户项目 1094 个，到户资金 68000 万元，占全年

国家投资的 75%，到户帮扶 8.7 万元、37 万人，超过

了年初预定的目标。

我区上半年始终坚持项目“早下达、早建设、

早受益”的工作制度，及时下达今年扶贫项目资

金。到目前为止，共下达扶贫资金 90679 万元，项

目 1459 个，完成总量扶贫资金下达任务的 97.8%。

到户帮扶与产业扶贫“两手抓”

产业扶贫、到户帮扶是我区扶贫开发工作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转变发展方式的重

要体现，是夯实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体

现。

区扶贫办努力创新扶贫机制，做到到户帮扶

与产业扶贫“两手抓”。上半年，自治区扶贫办下

达的扶贫项目中，用于到户帮扶和产业发展的项

目 1094 个，落实国家财政资金 68000 万元，项目覆

盖 37 万人。

2012 年至 2014 年，我区到户帮扶工程计划投

资 3 亿元，每年帮扶不少于 2 万户扶贫对象，按照

每户 1 万元的生产帮扶标准，与扶贫对象协商到

户的生产帮扶项目，主要包括贫困户安居、微型

基础设施、生产资料扶持、特色产业开发等。

“十二五”期间，扶贫开发将紧紧瞄准 83.3 万

元扶持对象，大力实施到户帮扶，原则上 60%以上

专项扶贫资金投向到户帮扶，40%专项扶贫资金

实施产业及小型基础设施项目。

打造“四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为进一步拓宽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的渠

道，凝聚起举全区之力实施新一轮扶贫攻坚的合

力，确保贫困群众与全区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 会 目 标 ，我 区 扶 贫 开 发 工 作 不 断 创 新 发 展 思

路，坚持从有利于整合资源、壮大力量、营造氛围

的实际出发，在实行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

贫“三位一体”工作格局的基础上，将鼓励引导援

藏资金参与扶贫工作，打造专项扶贫引导、行业

扶贫跟进、社会扶贫支持、援藏扶贫倾斜的“四位

一体”大扶贫格局。

同时，积极引导和广泛动员社会一切力量支

持扶贫开发，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全民参与

支持扶贫开发的工作格局和更好保障、改善民生

的有效途径。

在社会资源不断向贫困地区倾斜、工作重点

向贫困地区聚焦的形势下，扶贫开发将进一步完

善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对口援藏的独特作用，将

扶贫纳入援藏工作的机制中，明确对口援藏支持

扶贫开发的资金比例，通过实施资金、项目、人才

和 招 商 引 资 等 援 藏 扶 贫 ，助 推 贫 困 地 区 加 快 发

展，形成专项、行业、社会和援藏“各炒一盘菜，共

办一桌席”的大扶贫体系。

在如今的西藏高原大地上，无论是在

藏北草原，还是在藏南河谷；无论是在雅

江河畔，还是在偏远峡谷地区，一栋栋环

境宜人、村容整洁、安全适用、具有浓郁西

藏特色的安居房散布于高原大地，在雪山

映衬和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展

示着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蓬勃生

机。

由于受自然条件以及自身因素的影

响，贫困群众大多住房条件较差，不仅制

约 着 生 产 生 活 条 件 的 改 善 ，而 且 阻 碍 了

扶贫开发加快减贫步伐的进程。为切实

改 善 贫 困 群 众 的 居 住 条 件 ，打 牢 脱 贫 致

富 奔 小 康 的 基 础 ，扶 贫 开 发 工 作 根 据 区

党 委 、政 府 关 于 在 全 区 实 施 农 牧 民 安 居

工 程 的 战 略 部 署 ，将 贫 困 户 安 居 工 程 作

为破解制约贫困群众发展瓶颈的突破口

和重大民生工程，以打攻坚战的方式，将

符合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全部纳入贫困户

安 居 工 程 中 ，以 低 收 入 贫 困 户 每 户 补 助

1.2 万元的标准，专门从中央财政扶贫资

金 中 切 块 用 于 贫 困 户 安 居 工 程 ，形 成 贫

困 户 安 居 工 程 资 金 稳 定 投 入 制 度 ，有 效

保障了贫困户安居工程的顺利推进。

自“十一五”启动实施贫困户安居工

程 以 来 ，扶 贫 开 发 共 投 入 国 家 财 政 资 金

10.52 亿 元 ，实 施 扶 贫 户 安 居 工 程 7.8 万

户 ，使 40 余 万 贫 困 群 众 住 上 了 安 全 、适

用的新房，人均住房面积较实施前增加了

4.07 平 方 米 ，达 到 32.62 平 方 米 。 特 别 是

启动新一轮扶贫攻坚工作后，扶贫开发在

全面总结“十一五”贫困户安居工程成效、

深刻分析贫困群众自筹实际困难的基础

上 ，在 2012 年 提 出 将 贫 困 户 安 居 工 程 补

助标准由原来的 1.2 万元提高到 2.5 万元，

并及时兑现增加资金 2.08 亿元，使 1.6 万

贫困户受益。

在抓好贫困户安居工程建设的同时，

扶贫开发工作坚持“安居”、“乐业”“两手

抓 ”，把 贫 困 户 安 居 与 整 乡 推 进 、面 上 扶

贫、产业扶贫相结合，针对资源优势、地理

环境等特点，着力实施以到户生产扶持解

决当前实际困难，以产业扶贫夯实发展基

础，以劳动力转移培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的工作机制，积极引导农牧民参与项目建

设，并对“两项制度”衔接帮扶对象全面实

施到户帮扶，通过参与项目建设实施工资

性收入，发展商品经济实现经营性收入等

措施，不断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让贫困

群众过上既“安居”又“乐业”的幸福生活。

本报拉萨讯（记者 孙文娟）近日，自治

区扶贫办与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赴藏专家组

一行进行座谈。会议深入讨论了不断缓解

生态环境对民生改善的制约性，增强生态

环境与民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生态环境

与民生改善可持续发展等相关问题。

我 区 是 国 家 重 要 的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国

务院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将西

藏 34%的国土面积划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

开发区，极端脆弱的生态环境，加之特殊的

高原气候，存在着草原植被容易破坏以及

恢复期长、资金投入大的现实困难。长期

以来，扶贫开发始终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

保护中开发的原则，着力加大对生态环境

治理力度，通过实施调草保畜、以草定畜、

舍饲养殖、加大牲畜出栏率以及开展牧区

劳动力转移等措施，有效减轻了人畜对草

原生态环境的破坏。

座 谈 会 上 ，专 家 组 详 细 了 解 我 区 贫 困

状况、影响民生发展和脱贫致富的主要生

态环境问题、扶贫开发应对脆弱生态环境

的经验和做法等相关问题，并就解决脆弱

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困难进行了交流。

专 家 组 一 致 认 为 ，我 区 的 扶 贫 开 发 工

作 ，既 要 促 进 民 生 改 善 ，又 要 保 护 生 态 环

境，要积极发挥专家组在理论、实践和技术

等方面的优势。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将进一

步加强与我区扶贫开发的合作，为我区扶

贫开发在保护生态环境与促进民生改善方

面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宏伟目标，明确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

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

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

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战略部署。

我区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肩负着帮

助 83.3 万扶贫对象脱贫致富的艰巨任务，这就要求要有重

点地开展扶贫工作。近日，记者就我区扶贫的重点及注意

的问题采访了区扶贫办扶贫处副处长何珍。

记者：就目前我区的扶贫情况来看，下一步将把扶贫

重点转移到哪些方面？

何珍：针对我区贫困人口多、群众底子薄的现状，区扶贫

办将进一步把扶贫重点放在产业扶贫项目上，开展产业扶贫

工程，从给农牧民“输血”转变成给农牧民“造血”为主的扶贫。

产业扶贫工程计划投资 3 亿元，2012 年至 2014 年每年

建设约 1 亿元的联系建档立卡扶贫对象的产业项目，主要内

容是建设到户或联户的微型农田水利设施、改造中低产田，

实现农区贫困户人均 1 亩基本口粮田；改善草原生态环境，

实现牧区人均牲畜拥有量不少于 30 个绵羊单位；培育发展

与扶贫对象利益直接挂钩的种植养殖基地和农畜产品加工、

文化旅游、商业运输、建筑建材、民族手工业等特色产业。

记者：我区的产业扶贫主要采取哪些措施？

何珍：我区扶贫农发产业开发要按企业或合作组织带

基地、基地带产业、产业带贫困户的思路，加大对扶贫龙头

企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开展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工作，以税

务支持、金融支持和扶贫项目支持为手段，着力在贫困地

区结构调整上下功夫、扩规模、提质量、增效益，建立起企

业与农牧民之间的紧密联系。

同时，加大对农牧民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重点

培育农牧民合作组织兴办农畜产品加工、民族手工业、小

型旅游业等具有较强自我发展能力、带动辐射能力的经济

实体。加大对优势区域优势资源的开发力度，重点扶持到

户或联户的小型种植业、养殖业、小型加工作坊等小产业

项目，增强贫困农牧民自我发展能力。

记者：在产业扶贫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何珍：在我区，产业扶贫主要是通过培育产业实现扶

贫对象转型发展，这也是扶贫开发的主要奋斗目标。

产业扶贫项目是指帮助建档立卡扶贫对象从事以销售产

品为目的的开发活动。产业扶贫到户帮扶项目包括三种主要

形式：一是以扶贫贴息贷款扶持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以到户

帮扶项目建设龙头企业原料和扩散生产基地；二是重点支持农

牧民经济合作组织和专业生产合作社产业扶贫项目，由农牧民

经济合作组织和专业生产合作社带动到户帮扶项目实施；三是

扶持分散或联户的“小型+扶贫对象”到户帮扶产业项目。

萋萋芳草、悠悠牧歌，草原深处牧家

美！这里是万里羌塘一角的纯牧区，群众

的生计全靠传统的畜牧业。

行走羌塘，记者欣喜地看到，一座座

安居房拔地而起，一条条水泥路铺就幸福

村庄，党的惠民政策通过广播电视深入牧

民心间。

在安多县城，一栋栋特殊的安居房集

中建成。这就是多年来我区在各地实施

的扶贫搬迁惠民工程，通过项目资金集中

修建扶贫房，把边远山区的贫困户和特殊

困难群体统一迁居到这里集中居住。安

多县扎仁镇二村三组的布萨是其中之一。

40 岁出头的布萨，家里有 6 口人，3 个

孩子都在县里上学。说起如今的幸福生

活，布萨激动不已。“以前我们家住在半山

腰 的 土 坯 房 里 ，房 屋 低 矮 阴 冷 。 每 到 夏

天，融化的雪水总是渗透到屋子里；生火

煮饭时，牛粪炉子的烟总是把人呛得喘不

过气来。”布萨激动地对记者说，“国家实

施扶贫搬迁工程，使我们告别了贫困的小

山村，住进集中修建的扶贫安居房。是党

的好政策圆了我的‘安居梦’！”说起现在

的幸福生活，布萨饶有兴致地带着记者参

观了他的新房。

三间新房屋，一间作为客厅和卧室，另

外两间分别是厨房和储物间，每间房子都

宽敞明亮。布萨回忆道：“几年前，受自然

灾害的影响，家里为数不多的牛羊陆陆续

续死掉，加之妻子身体不好，生活非常拮

据，年人均收入不到千元。而今，有了党的

好政策，家里的年收入实现了上万元。”

布萨介绍说，两年前的一天晚上，在

咚咚的敲门声中，家里迎面进来的是村委

会主任多吉次仁。“我一边打酥油茶，一边

听村主任详细讲解党的扶贫搬迁政策。”

布萨说，当时，考虑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村里在县郊外集中修建

的扶贫安居房。“一来可以在县城务工，二

来可以申请专项补助资金开个小商店。”

党的惠民阳光点燃了牧民群众拓宽

增收渠道的激情。“家里的小商店每月纯

收入近千元，孩子上学有‘三包’，家人生

病带上医保卡直接进医院，每天去县自来

水公司上班也很方便。”布萨说，他经常听

父辈讲，在旧西藏，像现在这样的美好生

活对于农牧民来说真是遥不可及。

布萨的幸福生活只是我区全面实施

扶贫搬迁工程的一个小小缩影。“我们尽

可能为扶贫搬迁户创造就业务工条件，将

他们吸纳到环卫队、护路队和扶贫企业中

来，帮助他们尽早脱贫。”安多县有关负责

人的一番话，道出了扶贫搬迁后如何乐业

的问题。

两个 70%说明什么
——综观我区数字背后的扶贫

本报记者 何静 孙文娟

扶贫，更要扶志
陈志强

惠民阳光点亮幸福生活
——牧民布萨安居乐业记

本报记者 何静 孙文娟

广厦千万间 群众笑开颜
——扶贫开发让 40 万贫困群众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房屋

本报记者 孙文娟 何静

产业扶贫挑大梁
——访自治区扶贫办扶贫处副处长何珍

本报记者 孙文娟 何静

专家为我区扶贫开发工作建言

要注重环保与民生协调发展

从 2011 年到 2012 年，堆龙德庆县马乡共实施整乡推进扶贫项目 10 个，共争取国家扶贫资金

489 万元，项目涉及 6 个村委会、643 户贫困户、2967 人。同时，完善了乡完小、卫生所等设施建设，

使贫困户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 99%以上，实现了通路、通电、通电话、通邮、通广播、通电视。

图为堆龙德庆县马乡马村扶贫水渠建设项目现场。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西藏圣香海螺民族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自 2008 年得到拉萨市扶贫办的大力支持以来，以国家扶贫办的资金作为困

难户的股份，以“公司+农户+基地”的模式，在连续三年的投资扶持下，扶贫项目已形成规模，为贫困群众就业、减贫脱

贫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图为堆龙德庆县的贫困户在西藏圣香海螺民族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灌装藏式香水。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项目扶贫更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