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

广告专版 电 话：65369288 传 真：85991765 E-mail：hwbch@vip.sina.com 海外联络与合作部：65369399 65369413 65369398

专版 2016年3月6日 星期日

宁夏宁夏：：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这些年，宁夏积极探索扶贫开发的新路径、
新办法，努力调动各方力量，合力推进扶贫开
发。深入推进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闽宁两省区建
立了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市县乡村结对帮扶、互
派挂职干部、部门对口协作等工作机制。20 年
来，福建省无偿援助宁夏 12.2 亿元资金；有 1400
多名干部、教师、医疗人员到宁帮助工作，4万多
闽商、4000多家企业在宁投资发展，总投资达800
亿元，解决就业3万多人，创造了政府、企业、社
会共同参与的“闽宁模式”， 成为全国东西扶贫
协作的成功典范。积极创新金融扶贫模式。针对
贫困地区普遍缺资金的问题，推行以互助资金、

“千村信贷”为主要内容的“金扶工程”，贫困群
众扶贫小额农户贷款 2015 年达到 104 亿元。革命
老区盐池县的惠民小额贷款公司，采取无抵押联
保贷款，每个贫困户可获得 5-10 万元信贷资金，
还款率达到 100%，有效缓解了贫困群众缺资金、
贷款难问题，经验在全国推广。认真做好央企定
点扶贫。利用央企的资金、技术、市场等优势推
进扶贫开发，中央单位帮扶9个重点贫困县区实现
全覆盖，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为破解贫困地区
发展瓶颈、促进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发挥了积极作
用。特别是华润集团推行“基础母牛银行”，贫困
户户均赊销 2—3 头基础母牛，每头提供 3 年无息
借款，期满后公牛犊以髙于市场价格回购，保证
了农民稳定增收、企业也有经营利润，这一做法已
在全区推广。扎实开展干部结对扶贫。建立区市县
领导干部承包联系机制，9个贫困县分别由1名自治
区党委常委联系、每个贫困乡由1名市(厅） 级干
部联系、每个贫困村由 1名县 （处） 级干部联系，
区、市、县三级890个机关、企事业单位与贫困村
结成对子， 贫困村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实
现全覆盖，不脱贫不脱钩。加强对贫困群众思想引
导。大力弘扬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

“三苦”精神，教育引导贫困群众转变思想观念，
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意识，依靠自己的
勤劳和智慧，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2015 年 11 月，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发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动员。2016 年
初，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脱贫攻坚誓师大
会，学习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牢
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出台
《关于力争提前两年实现“两个确保”脱贫目标的
意见》，对全区脱贫攻坚作出全面部署。自治区党
政主要领导与 5 个市、9 个贫困县区党政“一把
手”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明确提出，提前两年
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具体
目标是：按照三年集中攻坚、两年巩固提高的要
求，到2018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58万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800个贫困村全部销号、9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到 2020 年达到 1 万元以上，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
平，贫困人口稳定实现“三不愁、四保障”（不愁
吃、不愁穿、不愁冬季取暖和保障义务教育、医
疗、住房和安全饮水）。

围绕上述目标，宁夏将重点实施好“5 个一
批”。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对具有劳动能力可以
通过发展生产脱贫的30万左右贫困人口，重点是通
过扶持发展特色产业， 实现就地脱贫。二是易地搬
迁脱贫一批，对地质灾害、生态脆弱地区及居住过
于分散、就地脱贫难度大的建档立卡8万贫困人口实
施易地搬迁，实现脱贫致富。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
批，依托国家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治
沙、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将部分贫困
人口转为生态保护人员，发展林下经济和生态旅游
产业，解决1万人脱贫问题。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
批，加大贫困地区普惠+特惠的教育惠民政策力度，
促进贫困家庭子女享受公平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使4万左右贫困人口脱贫。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
批，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15 万贫困人口，
推动农村低保与扶贫标准“两线合一”，通过低保和
社会救助等途径解决基本生计问题，不让一个贫困
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掉队。同时，还制定实施金融
脱贫行动计划、能力提升脱贫行动计划、交通脱贫
行动计划、水利和气象脱贫行动计划、危窑危房改
造和人居环境整治脱贫行动计划、医疗保障和卫生
脱贫行动计划、人才和科技脱贫行动计划、旅游脱
贫行动计划、“互联网+”脱贫行动计划、文化脱贫
行动计划、光伏和电力脱贫行动计划、“三留守”和
贫困残疾人关爱行动计划、社会帮扶脱贫行动计划
等十三项脱贫行动计划，破解制约区域贫困的瓶
颈，以此增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宁夏是西部地区、欠发达省区， 贫困人口
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尤其是“苦瘠甲天
下”的西海固地区，涵盖宁夏原州、西吉、隆
德、泾源、彭阳、盐池、同心、海原、红寺堡
9 个县区，是国家确定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之一。

自治区历届党委、政府坚持把扶贫开发作
为 一 件 大 事 来 抓 ， 历 经 “ 三 西 ” 农 业 建 设

（1983—1993 年）、“双百”扶贫攻坚 （1994—
2000 年）、 千 村 扶 贫 整 村 推 进 （2001—2010
年）、百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 （2011 年—2015
年） 四个阶段的扶贫开发，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290多万，使贫困地区的面貌和贫困群众的生产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宁夏坚持以百姓之心为心，把扶贫开
发作为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加快“造血式”扶贫，逐步走出了一条
脱贫致富的新路子。“十二五”时期，宁夏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从 101.5 万人下降到 58 万人，贫
困发生率由 26.6%下降到 14.5%，扶贫开发实现
了从单点扶贫向整体推进、大水漫灌向精准滴
灌、单打独斗向协同作战的历史性转变，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标：积极培育发展增收致富产业，不断增强贫困地区自
我发展能力。

目标：狠抓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
条件。

目标：大力实施贫困群众搬迁安置工程，使贫困群众
走出深山、拔掉穷根。

目标：创新工作机制，凝聚推进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宁夏先后组织实
施了吊庄移民、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移民、易地
扶贫搬迁移民和生态移民，累计搬迁安置移民
114 万人。按照“搬得出、稳得住、管得好、
逐步能致富”的思路，坚持搬迁与发展“两手
抓”，通过开发土地集中安置、因地制宜插花
安置、劳务移民就业安置，将贫困群众搬迁落
户到近水、沿路、靠城的区域，从根本解决了
这部分移民群众的脱贫问题。2015 年全区生态
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84 元，高于迁出前 1500

元；通过“封、造、育、管”等多项举措，加
快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和建设，目前已完成生
态修复 182 万亩，实现了脱贫致富与生态建设

“双赢”。同时，从 2011 年开始，针对基础条件
较好的贫困村，实施基础设施到村、产业扶持
项目到户、转移培训到人、帮扶责任到单位的

“四到”工程，对 500 个重点贫困村实施整村
推进扶贫开发，进行个性化扶持。目前 300 个
重点贫困村实现了整村脱贫销号，实现了就地
脱贫致富。

宁夏高度重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建设，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 极大
地改善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在
饮水方面，贫困地区十年九早，老百姓喝的是窖
水、苦咸水。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实施了一大批饮水
工程，解决了431万农村群众的饮水困难。从2012
年开始，宁夏先后争取资金近40亿元，实施了中南
部城乡饮水安全及配套连通工程，巳解决41.5万人
的安全用水问题，这项工程 2016 年全面建成后，
110万群众将喝上干净、安全、放心水。在交通方
面，实施道路通达工程，西海固地区基本实现乡乡
通油路，95.4%行政村通了公路，客车通达率
98.3%，建成固原机场，贫困地区通行条件明显改
善。在住房方面，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改造危窑
危房26.2万户，100多万贫困群众受益，西海固地

区贫困群众基本都住上了砖瓦房， 人均住房面积
由8.2平米增加到18.1平米。在教育方面, 坚持扶贫
先扶智，实施义务教育“三免一补”政策，推行学
校营养早餐和午餐试点，建立自治区现代职业技能
公共实训中心，为西海固地区学生提供免费的职业
技能培训，西海固地区学生大专以上录取率由1982
年的不到1%提高到2015年的19%；在银川建成了
六盘山髙级中学和育才中学，面向西海固地区招
生，累计有4万多贫困学生接受优质教育，走出大
山，使贫困地区新一代农民子弟从根本上改变了生
存困境。在医疗卫生方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基本实现标准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基本药物制
度实现全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贫困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宁夏把发展增收致富产业作为扶贫开发的根
本出路，以产业带扶贫、扩就业、促增收， 因地
制宜培育形成了一批特色优势产业，群众收入中
的80%以上都来自产业。

培育壮大传统种养业，立足贫困地区的特色
和实际，按照“一县一业”、“一乡一品”、“一村
一特色”的思路发展特色产业，西吉县的马铃
薯、泾源县的黄牛、隆德县的中药材、彭阳县的
林果等特色产业初具规模，固原市的冷凉蔬菜直
接销往香港，既带动了贫困群众增收，也促进了
当地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劳务产业,每年劳务就业

稳定在60万人次、总收入70亿元，劳务收入占贫
困群众总收入的 40%以上， 成为贫困群众的“铁
杆庄稼”。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利用宁夏光热资源
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利用贺兰山东
麓酿酒葡萄的品质优势，发展葡萄酒产业；利用
六盘山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生
态旅游、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以旅游开发促扶
贫开发；利用宁夏电力、土地、人力成本优势，
积极承接东部转移产业，引进了山东如意、恒丰
等现代纺织产业，吸纳贫困群众转化为产业工
人，增收致富。

走出大山的移民群众走出大山的移民群众，，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新的生活。。

西吉县兴隆移民新村。西吉县兴隆移民新村西吉县兴隆移民新村。。

灵武市狼皮子梁生态移民村小学灵武市狼皮子梁生态移民村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