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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深化扶贫调查研究，是检验党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方针、政策措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否得到了正确运

用。通过开展定性调查和定量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努力探索扶贫解困的办法，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为各级决策机

构提供参考，是巩固和检验扶贫干部学习科学发展观教育成果的具体实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是提升扶贫

开发水平的重要保证。根据全省统一安排，我们着重就整村推进的实施情况，扶贫开发在贫困村的实际作为与行动效

果，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对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实施和扶贫行为的感受、以及他们对扶贫开发的期盼、对政府实施扶贫

开发的内在要求为调研目的对竹溪县3个贫困村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抽查调研。先后深入到2个乡镇（城关

镇、水坪镇）3个贫困村（麻河塘-2007年度、郭家梁子-2008年度、夏家湾-2009年度），采取了一看、二听、三访、

四问等方式，以问卷的方式入户调查了项目村10户受益群众，同乡、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座谈讨论。总的来

看，整村推进项目以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群众参与广泛，扶贫效益显著的特点，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全

省新世纪扶贫工作的亮点。同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整村推进项目资金的管理和项目村后续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

题进行了理性分析，为下一步扶贫开发规划的修订提供一些参考。 

一、现状与成因 

1、水坪镇麻河塘村是2007年度省定重点村。该村位于水坪镇东南部，距县城20公里，距镇政府25公里。全村耕

地总面积1125亩，其中：水田225亩，旱地900亩，山林面积9000亩，7个村民小组，311户1454人，劳力652人，外出

打工243人，民政救济户10户12人，贫困户61户212人，低收入户56户211人，其他户184户905人。实施整村推进前，

全村人均占有粮食350公斤，贫困户人均纯收入398-62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600元。主要贫困原因为：一是土地瘠薄

且坡地比例大，农田水利设施因资金困难，配套不够；二是交通不便，全村11.5公里泥土路，只有三轮车才勉强通

行，严重制约着该村的经济发展，还有部分农户居住偏僻，无法通路；三是群众增收门路窄，大多数农户缺资金、无

技术，部分群众满足现状，种点粮食糊口，打零工挣点零花钱；四是全村大部分组的农户人畜饮水不便，生活用水主

要靠挑；五是集体经济薄弱，虽有190.5亩茶园，但无钱追肥，也无厂房进行深加工，导致茶叶无法发挥主导产业的

经济效益。2007年被列为重点村后，规划实施五个项目共投入扶贫资金45万元：一是村级主干公路硬化6公里，二是

对190.5亩茶园进行全面深挖、施肥，三是维修堰渠5000米，四是对15户居住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贫困户实施扶贫

搬迁，五是三改一建20户。通过两年的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带动，贫困户下降20户81人，低收入户19户75人，全村人均

占有粮食达到480公斤，贫困户人均纯收入提高到1000-16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00元。 

2、城关镇郭家梁子村是2008年度省定重点村。该村位于城关镇西南角，属城镇郊区，距县城中心2公里，东与烧

田坝村相连，西与中峰镇长岭村相邻，南与中峰镇灌沟村接壤，北与红光村及315省道相连。全村耕地总面积574亩，

其中：水田485亩，旱地89亩，山林面积228亩，全村辖7个村民小组，347户1276人，劳力775人，外出打工157人，

全村民政救济户22户52人，贫困户47户147人，低收入户47户147人，其他户231户930人。实施整村推进前，全村人

均占有粮食300公斤，贫困户人均纯收入482-67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800元。主要贫困原因为：一是人多地少的矛盾

突出，全村人均占有耕地不足0.45亩，不能满足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二是群众增收门路窄，大多数农户缺资金、无

技术，部分群众满足现状，种点粮食糊口，打零工挣点零花钱；三是全村大部分组的农户人畜饮水不便，生活用水主

要靠挑，既不方便又不卫生；四是交通条件差，全村大部分组还是土路，农村简易机耕路，晴天一身灰，下雨一身

泥，给群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五是集体经济薄弱，属空壳村，导致各项发展严重滞后。2008年被列为重点村

后，规划实施七个项目共投入扶贫资金60万元：一是新修公路4公里、维修公里3公里，二是建水果基地220亩，三是

架通六个组自来水主管道3800米，四是三改一建150户，五是扶贫搬迁15户，六是阵地建设，七是农村互助社建设。

通过两年的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带动，贫困户下降18户72人，低收入户16户64人，全村人均占有粮食达到450公斤，贫

困户人均纯收入提高到800-14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00元。 

3、水坪镇夏家湾村是2009年度省定重点村。该村位于水坪镇西北部二高山区，距镇政府6公里，距县城16公里。

全村版图面积1.5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3594.95亩，其中水田844.8亩，旱地2750.15亩，山场面积1938.8亩。全村

辖7个村民小组，563户2013人，劳动力800人，2008年外出务工240人，全村有民政救济户36户112人，贫困户188户

754人，低收入户101户448人，其它户238户699人。贫困现状及原因：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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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夏家湾村至今仍较贫困。一是土地瘠薄，农田水利设施老化且配套不够；二是交通不便，有2个组不通路，1000

多人行路难；三是农户饮水困难，生活环境条件差；四是增收门路窄，没有稳定增收产业；五是村民素质不高，农村

实用科学种养技术掌握普及率低。2008年全村粮食种植面积3594.95亩，总产1404.6万斤，油料种植面积850亩，总

产9.5万斤，人均占有粮580斤，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927.5元。2009年-2010年主要开发项目：经测算，规划出4类项

目需投资126万元，其中申请国家扶持60万元，交通部门扶持55万元，村及农户自筹11万元。1、公路建设：规划硬化

村通组路5公里，按18万元/公里投资概算，需投资90万元。2、水利设施建设：规划建5口水井，架设主饮水管道6000

米，经概算需投资6万元，规划维修堰渠2000米，经概算需投资18万元。3、产业建设项目：开辟新茶园100亩，经概

算需投资8万元。4、沼气建设项目：对10户贫困户建设配套沼气设施，经概算需投资4万元。计划通过两年整村推进

扶贫，实现强基础、强水利、强资源，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民收入稳步增长，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加快。目前，该

村公路建设和人畜饮水项目已启动。 

二、工作与成效 

1、扶贫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一是项目的成功率高。3个重点村中，今年实施规划项目虽然才启动，但根据

入村调查情况和前2个村实施情况对比，如期完成规划项目是不成问题的，因此，我认为整村推进扶贫项目成功率应为

100%；按子项目算，麻河塘村是2007年度省定重点村，当年规划实施五个项目，成功率应为100%，全部实施完毕并得

到十堰市检查验收；郭家梁子村是2008年度省定重点村，当年规划实施七个项目，在规定的时间内也将全面完成，项

目成功率也应为100%；夏家湾村是2009年度省定重点村，当年规划实施四个项目，目前有2个项目已开始启动，在规

定的时间内也将全面完成，项目成功率也将为100%；据此推算，3个村实施扶贫项目规划失败的项目为零。二是投入

产出比率高。如麻河塘村2007年被列为重点村后，投入扶贫资金45万元，通过两年的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实施，全村人

均占有粮食达到480公斤，贫困户人均纯收入提高到1000-16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00元，效益十分明显。三是

受益面广，扶贫效益明显。3个村受益户达到总农户的80%以上。人均纯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贫困人口减少速度较

快，人均占有粮食稳步增加。 

2、贫困村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整村推进项目按照缺什么补什么，有什么发展什么的原则，科学挖掘贫困村的

各种资源，重新整合资金、技术、物资、人力等生产要素，使贫困村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一是以科技增收为

主的能力建设得到普遍加强。整村推进项目按照项目搞什么，培训什么；干什么，培训什么；谁干，培训谁的原则，

广泛地开展生产管理、贮藏运销为主的技术规程培训；以良种应用、模式栽培、病虫防治为主的实用技术培训；以产

前引种、产中订单、产后销售为主的信息服务培训。使项目村户均拥有一名科技明白人，劳均学会1-2门先进实用技

术。农民学科技，用科技，谋致富的能力大大增强。二是以参与式为主的组织形成，有效的调动了扶贫主体的积极

性。在整村推进项目实施中，项目村全方位借鉴世行项目的管理经验，上下结合，干群结合，技术人员与老百姓结

合，引导群众全程参与。分析贫困原因，寻找致富门路，筛选发展项目，制定扶贫规划，组织实施项目，管理经营项

目，有效的调动了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自我改变的内在动力。“规划、实施、管理、受益”四位一体的扶贫开发新机

制，公开、公正、透明的资金管理新模式，充分体现了新一代农民以“经济翻身，政治民主”为核心的村民自治要

求，做到了“干部满意、群众满意”。三是资金筹集和资金管理有了新的突破。多年的扶贫工作，往往是扶贫资金为

其它建设资金配套。恰恰相反，在整村推进项目中，各个方面的资金都在项目村内聚集整合。各投其资，各记其功，

捆帮起来使用。如有的种树种草项目由退耕还林资金完成，一些人畜饮水项目由农村改水资金完成。县委组织部还从

党费中挤出资金，为项目村购置办公桌橙。项目村成为整合和吸收各方资金扶贫的支点，走出了一条以国家投资为主

导，以群众投工投劳为主体，以社会及部门投资为补充，多方筹集资金的新路子。项目资金普遍实行招标制、合同

制、公示制、报帐制、验收制的管理方式。四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把扶贫开发和小康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扶贫

开发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带动广大贫困群众过上小康生活是扶贫开发的最终目标。整村推进项目构架了扶贫开发

与小康建设的结合点，为受益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带来了希望。也是乡村干部一手抓扶贫开发，一手抓小康建设的载

体和抓手。据了解，竹溪县在多数项目村建成标准化小学，使项目村彻底告别了“破房子、土台子、泥孩子”的历

史，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村卫生设施的建设，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明显增强。人饮问题得到基本解

决，广播电视进村入户，各项社会公益事业都得到快速发展。五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扶贫开发的新思路。竹溪在整

村推进项目中坚持项目管理与到村到户相结合，集中力量，整村开发，整村突破，整村推进；坚持政府协调、项目配

套、部门联动、齐抓共建，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群策群力，真帮实扶，形成了一套上下贯通、分工负责、高效运转的

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坚持按规划，依方案，科学实施，合力推进；坚持因地制宜，依托优势，选准产业，突出特

色，提高效益，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坚持政府引导、群众参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集合民意，集中民智，

集思广益，激活内力，提高效益；坚持适当强度的资金投入，在整村推进项目中创造性的提出四个同步：整村推进与

小康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整村推进项目与产业培育同步规划，同步实施；整村推进与生态建设同步规划，同步

实施；整村推进项目建设与基层组织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困难与不足 

一是少数群众的参与程度不够，群众发动不充分，群众对扶贫项目的知晓率不够。项目村的部分项目是上级带帽

的，比方说沼气建设，有些地方可缓一步，无形中挤占了急需项目上的有限扶贫资金，没有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项

目村群众受益也不平衡，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增收项目，由于贫困户的经营能力、自筹资金能力等条件所限，还没有

覆盖到贫困户。 

二是资金投入总量不足、资金缺口大。整村推进项目村普遍自然条件较差，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建设项目量大面

宽，由于国家投入资金有限，加之地县配套和群众自筹能力差，为可持续发展带来新问题。如，麻河塘村仅硬化公路6



公里一个项目就要投入资金120万，除交通部门每公里补助11万元外，还缺口54万元，而扶贫资金才安排45万元，光

弥补公路缺口资金都不够，况且还要实施其他4个项目，所以制约了发展，如何加大整村推进项目的投入力度，是一个

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和经营能力较低，项目效益不理想。由于贫困人口科技素质低，安全求稳意识浓厚，风险

意识缺乏，进取意识不强，对一些增收产业和适用农业新技术经营困难较大。 

四是基层组织建设有待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尚不健全。村级办公场所没有，个别村干部科技文化素质低，村级

班子缺少致富能手和科技能人；等、靠、要的思想依然存在，畏难情绪严重，脱贫致富信心不足；产、加、销一体化

运行机制尚不健全，条块分割，单家独行的项目运行格式仍未打破；部门联动，社会帮扶，合力攻坚的体系还不完

善。 

五是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滚动发展的能力较差。项目建设中普遍存在重前期规划、轻后续管理，重项目建设、

轻政策扶持，项目滚动开发的能力较差。同时，对项目还缺乏有效的监测和评价机制。 

四、思考与建议 

从调查的情况看，具体综合了几点肤浅的思考和意见，我们认为整村推进项目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须加强以下六

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加大群众参与的程度。整村推进项目的实践，反复告诉我们，群众参与选项目，参与实施项目，参与管

理项目，通过项目得到收益，最大限度的调动起扶贫主体的积极性，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将扶贫项目的实施管理

和一家一户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和群众的温饱直接联系起来，项目由群众选，群众干，群众管理，群众受益，是实

现整村推进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第二、要选准项目。选准项目是整村推进成败的关键。选择项目必须坚持四个原则。一是群众自愿的原则。不能

靠行政的手段或带帽硬推。二是群众目前的能力可以经营的项目。最好是市场相对稳定的传统项目，如养牛、养羊

等。技术含量高、风险大的项目一般不宜选择。三是加大增收项目。从调查的情况看，凡是增收项目比重大的村，群

众经营的积极性高，效益相对较好。四是要和本县、本地的产业化布局相一致，相对集中搞项目。在和本地、本县重

点产业建设相一致的前提下，项目建设要努力形成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 

第三、切实加强后续管理。后续管理工作，既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任务，也是业务和技术指导部门的任务，更重要

的是村委会和村民自己的工作。首先扶贫部门要加强经常性的检查、监测，发现问题协助解决。二是技术部门要经常

性的巡回指导，及时解决群众生产中的技术难题。三是村委会和农民自己要切实加强管理。 

第四、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项目村群众的素质。贫困地区群众的自身努力是解决温饱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毫

无疑问，劳动力实质上是贫困人口唯一掌握的可变资源。加强能力建设，就是让过剩的劳动力充分发挥作用。能力建

设要贯穿于项目建设的始终，贫困群众实施项目、管理项目的能力和生产经营水平要随着项目的进展而提高。一是要

加强培训，使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全部成为项目实施和管理的明白人。二是要通过组织项目实施小组，管理协会等形

式，能人带头，自愿组合，提升水平。三是要大力推广农村实用技术，使整村推进项目成为农村科技推广的新亮点。

四是通过发展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增强劳动者的身体素质。 

第五、滚动发展，扩大效益，是整村推进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一是项目内凡是有效益的增收项目，要试行滚

动发展，扩大扶持面。如养殖项目：应实行“投牛还犊”、“投羊还羔”的办法，力争三五年内使项目村的贫困人口

和低收入人口全部得到扶持。二是加大积累，努力扩大再生产。项目村要在已定项目充分发挥效益的基础上，引导群

众加大积累，不断投资新的项目，扩大再生产。 

第六、要确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挤出资金建设好村级办公场所，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号召力、凝聚力、战斗

力是整村推进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整村推进项目在确定项目村时，要选择班子比较强的。项目建设过程中，

更要加强班子建设，着力培养村干部队伍。努力做到推进一个村，强化一个村级班子，培养一支带领群众发展生产，

解决温饱，建设小康社会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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