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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strategy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his 19 re-
port, with the aim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countryside” in China 
and realizing the total poverty alleviation of our rural popula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Guangxi 
government has issued a large number of policie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triv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ll the rural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in our district in 2020, and moves towards the over-
all goal of a well-off society. By probing into the current poli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nalyzing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the current policy, we also recogniz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lack 
of system, so that only by carrying out path innovation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can we achieve 
poverty reduction, wealth and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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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目的在于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实现我国

农村人口全部脱贫。在此背景下，广西政府出台了大量关于扶贫的政策，努力完成在2020年我区农村人

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并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前进。通过探析当前的扶贫政策，在分析到当前

政策带来优秀成果的同时还认识到制度缺失等的不足，为此只有进行路径创新，解决出现的问题才能实

现减贫致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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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长期以来关注的重点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而解决农村人

口贫困问题更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因此在召开十九大时党中央政府率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旨在实现我国农村人口全部脱贫，农村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农民子女得到良好教育，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的目标。 

2. 广西地区扶贫政策的实施成效 

2.1. 油茶助脱贫，产业振乡村 

2018 年 11 月广西政府出台了《关于实施油茶“双千计划”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通过此项

计划我区油茶种植面积得到不断扩大，目前的油茶种植面积相比 2010 年翻上一翻综合产值也得到大幅度

提升，农民的年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项计划采用的是企业 + 基地 + 农户的合作模式，由企业承包土

地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而农民则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企业通过对市场的了解和产品的研发努力打造自

己的品牌形象，提升了油茶的销售额，解决了土地荒废劳动力剩余的问题，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了就业

机会[1]。自治区政府为发展油茶产业还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通过与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合作，让专家

学者亲自下到农田里进行指导，不断加强机械化种植，完善了从种植、培育、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条。 

2.2. 建档立卡扶贫对象动态管理不断完善 

由 2018 年开始我区政府就加强了排查贫困人口数量的工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建档立卡扶贫对

象动态管理办法(试行)》对新增的贫困人口要深入了解其致贫的原因，对因病致贫的政府不断完善了医疗

保障制度，解决了有病无处医的困境，而对因灾致贫的政府则加大了对其扶贫资金的帮扶力度，情况不

同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对已经脱贫的人员市县政府也在不断跟进，加强对其的教育培训防止出现返贫

现象，如出现返贫时除究其原因外市县政府还安排了干部、党员结对帮扶，使建档立卡的扶贫对象得到

动态管理，脱贫的努力维持返贫的加强跟进，致力于 2020 年我区实现全面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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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额信贷为扶贫奠定基础 

金钱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力量，有了资金的支持才能更有效的实现全面脱贫，因此在 2018 年底自

治区政府出台了《广西金融领域扶贫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借贷条件给予

了很大优惠，例如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降低借贷要求等等，之前由于许多贫困户没有抵押的物品

又找不到合适的担保人导致小额信贷政策付之东流，在做出改革后贫困户不再为了“心有余而力不足”

的局面发愁，能真正的做到了回乡创业，通过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走向富裕，产业的发展是脱贫的根本之策、根本之路，要实现产业的发展资金

是必不可少的支持，扶贫信贷资金管理办法的实施让贫困户看到了希望，也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基础。 

2.4. 加强易地扶贫，致力全部脱贫 

易地扶贫政策主要就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问题，由于广西大多农村地区山高路险，

地理位置环境复杂，加之又是喀斯特地貌，交通非常不便利，一些居住在山里的村民很少与外界沟通甚

至连基本的家用电器也没有，因此导致了大量贫困户的出现为解决困境广西政府出台了《广西易地扶贫

搬迁“十三五”规划》。规划强调针对生存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地区必须采取搬迁的措施才

有可能使其摆脱贫困，通过搬迁计划许多贫困居民住上了崭新的大房子，基础设施完善同时也得到了就

业的机会，保障了居民基本的生活需求，此外，搬迁还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例如发展有机农业，特色

旅游产业等，为更多农民能够回乡创业提供了机会[2]。2018 年的易地扶贫搬迁由于资金充足、遇到良好

的市场机遇如原料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和丰富的经验等使得脱贫取得了显著成效。 

2.5. 教育精准扶贫，实现真正脱贫 

教育是实现全面脱贫的重要手段，俗话说“知识改变命运”人们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的知识

文化水平，改变自身的思想观念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脱贫致富。根据自治区政府颁发的《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教育精准扶贫扶持贫困家庭子女上学就业的实施意见》中强调，必须重视贫困地区

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按照定人定向结对帮扶的办法由县乡干部明确每年需要帮扶贫困户受教育子女的

人数然后根据不同标准给予不同的补助。据调查显示，意见实施以来许多贫困家庭不再因为钱的问题而

担忧子女无法得到教育，辍学现象相比以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职业教育在乡里也得到普及，使每一位

青少年都有一技之长就业率显著提高。 

3. 广西地区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3.1. 金融政策亟待优化 

小额信贷政策虽然对解决贫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要想彻底的消除贫困还是存在一定的距离。

扶贫资金的来源主要由小额信贷，农民自筹和中央政府财政预算组成，其中小额信贷的占比最大，农民

回乡创业和乡村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小额信贷来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贫困户能贷款抵押的物品本就不多

而且创业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一旦失败根本无力偿还，而政府在创业失败的问题上并没有给贫困户提供

必要的保障，导致许多贫困户不愿利用小额信贷的方式进行创业改变自身困境而更多的是维持“等、靠、

要”的老思想用政府给予的补助金来维持生活[3]。其次，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全国其他省份是处

于中下层水平，每年广西省政府能提供的扶贫资金很少不足以使全区贫困人口完全的脱离贫困而农民通

过自筹得到的资金则更少了，但党中央政府对广西扶贫资金预算拨付的比例却很低导致广西地区在脱贫

致富的进程上效果不明显。再者，扶贫资金筹集的渠道比较单一，没有充分利用第三部门、市场、企业

等的优势为扶贫项目提供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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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产业扶贫无缘顶层设计 

振兴乡村产业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之路，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贫困现状而不是依靠政府的补助金

才能真正实现永久脱贫。我区在发展乡村产业时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产业扶贫没有被党中央政府列

入顶层设计，没有出台相应的制度措施解决我区乡村产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服务体系不健全，科学技

术欠发达等问题[4]。其次，乡村产业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有力的龙头企业带动其发展，在种植、培育，

生产和销售的产业链条上分工责任不够明确，对农民的监管方式也无法像对公司员工一样约束，没有利

用政府这只有形手对其进行宏观调控形成了管理上的混乱。最后，我区产业扶贫缺乏中央政府提供的技

术支持，“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只有技术得到发展农产品的产量才会得到提升，可惜长期以来广西农村

地区大多都是小规模种植，难以形成一体化的种植体系，在产品研发方面品种单一属于我区的品牌较少。 

3.3. 监管和保障制度的缺失 

每年中央政府都会通过财政预算向各个省市拨放扶贫资金，而各个省市再根据每个县乡贫困程度的

不同按照一定比例把扶贫资金分别交到贫困户的手中，但是在拨付的过程中有些官员通过暗箱操作贪污

腐败把扶贫资金占为己用，导致许多贫困户拿不到补助金贫困现象越来越严重，政府缺乏有力的监管措

施不能保障贫困户们的合法权益，加之贫困户们知识文化水平有限不知该如何上访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

又害怕得罪官员给自己惹麻烦，形成了有冤无处申的局面[5]。其次，有些县乡官员为了在绩效考核时有

好的成绩扶贫仅仅局限于表面化，没有深究其致贫的原因是什么，也没有加强对贫困户的教育培训只是

简单的发放补助金，导致返贫的现象严重，此外发放补助金也都是一次性全部发放完毕导致些许贫困户

没有做到“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而是把钱都花在了盖楼买车上。 

3.4. 扶贫缺乏主体性和自我发展能力 

民众参与是扶贫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只有参与进来才能更好的表达自己的诉求，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大多数贫困户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自下而上表达诉求

的理念并且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思想保守、陈旧，自我发展的意识不强，局限在自给自足的框架里，参

与程度普遍不高。其次，农民缺乏主体意识，在长期官本位思想的引导下部分农民依然保持着“等靠要”

的老思想，认为扶贫是政府的事情，政府发多少钱自己就用多少钱，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不愿通过提

高自身技术知识来脱贫致富，逐渐形成了依赖性，而政府官员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不愿发动组织农民

努力脱贫致富，造成县乡政府独自主导的局面[6]。 

4. 解决制度缺失的有效路径创新 

4.1. 构建新型的金融机制 

第一，中央政府作为扶贫工作的带头人应增加对广西地区扶贫资金的投入，减缓由于资金的限制给

扶贫工作带来的压力。政府应单独给贫困户设立创业基金项目，根据产业发展的规模，产品研发的数量

给予不同的补助金，让广大农民能大胆放手的去拼搏，没有后顾之忧。第二，在小额信贷方面尽量降低

贷款门槛和担保人的要求，除降低利息、延长还款时间外，如遇到贫困户创业失败的应尽量给予最大帮

助，例如减免利息，只还本金或通过出卖劳动力的方式来偿还等。此外还可以根据产业的发展前景适当

地提高贷款的资金，例如在广西地区油茶产业很出名，广西政府也在努力打造属于广西地区的油茶品牌，

如果贫困户致力于油茶种植，想要深入对油茶进行产品研发的银行可以通过小额信贷提高其贷款的金额，

帮助发展。第三，市场、企业和第三部门在构建新型的金融机制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民的自筹

能力有限，县乡政府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由企业提供产业发展资金，培育的产品低价卖给企业，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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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企业共同合作，企业和贫困户同是股东，每年按投资的比例分红，此外也可以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

采取公益捐赠的方式帮助贫困户度过难关。 

4.2. 创新经营机制 

广西地区产业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营机制的不健全，例如旅游扶贫产业，政府没有重点打

造属于我区的特色旅游景点，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不完善，缺乏星级的国际酒店和通往景点的交通不

便利等问题。要创新经营机制，首先确定好与贫困户合作的龙头企业，分析当前的市场环境确定需要发

展的产业，再制定一系列的发展规划，例如投入的成本，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等问题，制定出发展的各阶

段目标和总目标。其次，提高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努力实现机械化作业，加强对

产品的研发，争取做到产品创新，形成“市场无我有市场有我精”的局面。最后，公司应制定出明确的

管理规定，确立好公司和贫困户双方的义务和责任，做到奖惩分明，充分维护贫困户的合法权益，防止

出现违法乱纪的现象。 

4.3. 健全监督保障机制 

第一，我区政府要严格制定出扶贫工作中出现违法乱纪的处罚办法，明确各个扶贫官员的任务和责

任，建立环环相扣的责任追究制，防止出现权责不清、管理重叠、相互推诿的现象[7]。第二，加强政务

公开、信息公开，要把扶贫资金的使用落实到实处花费的细则罗列清楚，保障贫困户的知情权、监督权，

防止官员的贪污腐败、暗箱操作。第三，不定期的举行政府开放日，让农民了解政府的日常运作和上访

的途径，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让农民能充分参与到扶贫的工作当中，而不是绝对的依靠和服从。 

4.4. 建立教育合作机制 

首先确立好大学或研究所 + 产业 + 贫困户的定户定向帮扶模式，派出大学的专家学者亲自来到农

田里了解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指导农民如何有效种植和利用机械作

业。其次可以与农户签订合作项目，让农学的大学生把这里作为实验基地，对产品的研发，产量的提高

有很大帮助。此外还可以开设农田课堂，根据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发展不同的产业，让每一块土地都能

实现自己的价值。农村无业青年问题严重，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村青少年的职业教育培训，通过定向招生

的方式，让农村游手好闲的青少年都能去职业学校学习一门手艺，对于特别贫困的家庭可以减免学杂费，

减少辍学现象，使得 2020 年能真正全部脱贫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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