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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经 

 

实施精准扶贫  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任常青 
 

  开栏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实施脱

贫攻坚工程，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等新要求、新部署，为“十三

五”期间我国“三农”发展指明了方向。自今日起，本报推出“十三五”规划建议之“三农”解

读栏目，从实施精准扶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探讨“十三五”期间我国“三农”经济

发展的新机遇、新变化。 

  通过改革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已使 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但我国仍有 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11月 27日至 28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吹响了消除绝对贫困、决胜小康社会的强劲号

角。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积极实施精准扶贫，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实行脱贫工

作责任制，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优势，最终实现精准脱贫。 

  各环节都精准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 

  所谓精准扶贫，是相对于粗放扶贫来说的。过去我国在扶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我国

长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贫困人口共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脱贫致富。现在仍处于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多分布在条件艰苦的偏远地区，这里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经济的难

度比较大，属于难啃的“硬骨头”。如果仍按照以往的粗放扶贫方式进行扶贫，扶贫效率难以提

高。因此，应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对不同的贫困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 

  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在扶贫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要精准，目标精准、策略精准、任

务落实精准，才能实现精准脱贫。 

  目标精准就是要在贫困地区准确识别出谁是贫困户，贫困程度如何，致贫原因是什么，以便

因人施策、因户施策；策略精确就是要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做到“六个精准”，即扶

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任

务落实精准就是要落实脱贫责任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扶贫攻坚

任务重的地区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扶贫格局。 

  因地制宜推进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扩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覆盖面，因地制宜解决通路、通水、

通电、通网络等问题。 

  贫困人口多处于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的地方，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要创新投融

资制度，在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减免配套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因地制宜改善当地基础设施的薄

弱环节。 

  一些贫困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发这些资源时要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 

  “十三五”规划建议还要求，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推进贫困地区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将使贫困地区的儿童享受到高质量的义务教育服务。下一步，应扶持贫困

地区发展合作医疗，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提高贫困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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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脱贫成效  

  “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完善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

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脱贫工作责任考核，对贫困县重点考核脱贫成

效。 

  “十三五”期间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机制，明确各级政府所承担

的责任，强化对扶贫成效的考核。继续完善东西部协作和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定点扶贫机制。

这些措施在过去的实践中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未来还要继续完善。东西部合作应发挥资源互补

优势，进行更深入的资源开发与利用，以此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当前，扶贫难度越来越大，“十三五”期间的扶贫任务将非常艰巨。精准扶贫是我国 2020年

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方略。今后应在落实“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上下

真功夫、硬功夫，才能确保“十三五”期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