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他们“安”于贫困？还是扶贫方法不对？

探访扶贫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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揩公家油养私家车
新型“车腐”须警惕

14

本报记者夏军、刘邓、史卫燕、吴文诩、沈洋

开车一个多小时后，便没了路，43 岁的蒙继
合再爬半个小时山，才能回到家。不过，他始终拒
绝搬出山外。

搬迁安置点设在公路旁，200 米外就有漂亮
的学校和卫生院。县委书记来了又回，乡党委书
记回了再来，扶贫干部更是隔三差五前来动员。
然而，这个滇黔桂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极贫村
里，部分村民仍死守穷窝，不愿改变。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战略的强力推进下，全
国几千万贫困人口拔了“穷根”，过上了扬眉吐气
的美好新生活。但在一些地方，仍有不少贫困户
或“安”于贫困，或依赖他人，或垂头丧气，成为扶
贫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

是什么导致他们“安”于贫困、意志消沉？是
“懒入骨髓”、真的没有希望，还是扶贫方法不对
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开展了一次近距离观察。

孩子这样成长，他对搬迁仍不置可否

去年底的一轮寒潮，让广西深山坳里气温骤
降。寒风不时穿进这间透风的木瓦房里。见到来
客，蒙继合热情地招呼，生起一堆火来。

蒙继合有 8 个孩子。前两年，大儿子去了广
东读职校，最大的女儿也去了广东打工。目前有 4
个孩子正在读书，最小的 2 个孩子尚年幼。

来寨子要走半个小时的羊肠小道，一不留神
就可能滚下几十米深山崖。山里人的油盐酱醋都
用背篓背进来。

蒙继合一家人种玉米，养了几头猪。在石漠
化严重的深山里，土地只有巴掌大小，根本谈不
上收成，蒙继合一家几乎完全靠低保过活。

他看起来并不悲观，他将 2 岁的儿子和 6 岁
的女儿抱在怀中，孩子光着的腿已冻得通红。冬
日寒风凛冽，我们担心孩子会冻着，他却摆着手
说：不冷、不冷。

去年 9 月，扶贫干部们开始劝说蒙继合外出
打工。一年多了，大家的努力如“泥牛入海”。

“你为什么不外出务工呢？”
“没人看小孩。”
“你外出务工，爱人留下看小孩，生活会过得

好一些。”
“我找不到工作。”
“我给你介绍工作，就在县城。”
“我不会说普通话。”
其实，蒙继合用普通话正常交流并没有问题。
蒙继合所在的县，是广西的深度贫困县，贫

困人口众多，所有干部都对口帮扶好几户贫困
户。整个 2017 年，这个县里的干部就取消了周
末，他们不得不去贫困户家里，一起谋划如何脱
贫。“我们看贫困户的次数，比看望父母的次数还
多。”一名干部说。

山坳还有 30 户村民，几乎都是贫困户。即便
通了路，这个偏远的寨子也无法发展产业，最有
效的脱贫方式就是搬迁。

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公路旁为他们建新房，
每户两层半的楼房，不用花一分钱。离县城不到
半小时，200 米外有小学，山里娃不用再爬山路上
学，也再不用为吃水、用电、看病发愁。

但这个搬迁计划被许多村民拒绝，蒙继合也
一直犹豫不决。县委书记、县长、乡党委书记以及
驻村干部都曾不断来大山动员搬迁。他们想了许
多办法，给他们算各种账，但一年多过去了，至今
仍有几户农户不愿搬迁。“比起搬迁，他们更关心
低保，他们很多人没出过大山，不羡慕外面的世
界，宁愿留在大山里，习惯了山里的生活，觉得过
得也挺好。”挂村干部说。

坐在家里打麻将，等着政府送钱粮

在西南某深度贫困县，记者见到乡党委书记
黄燕(应当事人要求为化名)时，她刚送走一户“难
缠”的贫困户。

这位贫困户曾在矿山打工，身患尘肺病，小儿
子正读初中，所幸另外 3 名家庭成员都正力壮。

最近两年，为培育贫困户“造血”功能，县里引
进一家种牛公司，牵线将贫困户贴息贷款入股种牛
公司，每年每户贫困户可以拿到 4000元“分红”。

2017 年，为让贫困户参与到扶贫产业中来，
在县委、县政府主导下，4000 元“分红”不再直接
发放给贫困户，而是向贫困户发放一头牛犊。贫
困户精心饲养一年，肉牛能超 800 斤，公司再按

市场价回购，市场价较低时，政府进行兜底。这意
味着贫困户每年至少有 8000 元收入。

“这户贫困户去年领过 4000 元现金‘分红’，今
年他不想养牛，只想要 4000 元现金，来乡政府拍
桌子大吵大闹。”黄燕说。

乡政府工作人员轮流跟他交谈，问他为何放
弃眼前更好的“红利”？

这名贫困户最初表示他身体不好，家里没有
劳动力养牛。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养牛不需要特殊
劳动，干部帮助他在房前屋后种饲料喂牛即可。这
名贫困户马上改口称牛生病了。

“技术人员几天前已上门，教他如何给牛打
针，药和针现在还放在他家呢。”黄燕说。

这名贫困户抵赖不过，放话称：“反正我就是
不养，牛死了你们负责，我把死牛拉到乡政府来。”

乡政府工作人员说，这名贫困户平日爱打麻
将，最近两年“等靠要”思想特别严重，就是想要现
金分红打麻将，不劳而获。

提起这些“等靠要”的贫困户，乡政府的办公
室里像炸开了锅。扶贫干部们纷纷讲述他们遇到
的“奇葩事”。

一名扶贫干部说，有一天，他打算去给对口帮
扶的贫困户送大米，并询问他的脱贫想法。到了贫
困户家里，这名贫困户一边打麻将一边说：“我家
那么多人，就一袋大米哪够吃？”

甚至曾有贫困户对扶贫干部说：“你们不帮我
做，我就不做，我脱不了贫，你们就交不了差。”这
一现象在农村产生了负面影响，且有的贫困户陷
入“因穷而要，因要而懒，因懒而穷”的恶性循环，
扭曲了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效果。

闯市场屡屡“碰壁”，话脱贫信心不足

在扶贫工作中，有一类人是曾对美好生活充
满向往，也曾努力，但受限于眼界、能力等，无力应
对市场经济的风险，徒劳无功，进而灰心丧气，失
去斗志。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55 岁黎族老汉
王成安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帮扶下现已脱贫的王成安曾让扶贫干部黄
海军一度觉得这就是农村“懒汉”的原型。“15 户贫
困户有 12户贷款养羊、种山茶，开店修摩托……贫
困户们都动起来了，只有他无动于衷。”黄海军说，
王成安每天三顿酒“雷打不动”，醉醺醺无所事事。

黄海军摸底了解到，王成安家中有 5 亩水稻
田和 3 亩林地，可他只种一季水稻刚好够吃、林地
也没啥产出，年近三十的儿子闲在家里，一家人欠
着外债 10 多万。“我都替他急，但他就是不急。”黄
海军说。

其实他也曾努力过。荔枝价旺时，王成安种了
300多株荔枝树，3年后挂果荔枝价跌到谷底。辛辛
苦苦忙 3 年，啥也没挣着，王成安一气之下将荔枝
树砍得只剩 3株。4年前橡胶价稳，王成安种了 400
多棵橡胶。还没等割胶，胶价大跌。“一碗橡胶水买不
了一瓶矿泉水，费那个力气干嘛？”王成安说。他还跟
风养过牛、养过蜜蜂，可费时费力总白忙活一场。

在湖南省最大的贫困县新化县油溪桥村，彭
育光因小时候生病，导致一只眼睛失明。感觉体力
不如别人，他总是自怜自艾，做事没有信心。成家
后做了几次买卖更是连连亏本，干脆破罐破摔，连
孩子的教育都不管了。

“我做什么都不行，现在只能靠政府管我们
了。”彭育光垂头丧气地说。

产业发展需“真招”，“真金白银”

动人心

或安于贫困，或依赖他人，或垂头丧气，都是
扶贫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都是当前脱贫
攻坚最真实的现状。不少基层扶贫干部认为，“药

方”仍在扶贫干部身上。
一些贫困户身体素质差、文化技术水平低、

信息来源较少，在市场经济中往往处于弱势地
位，被商人压价，所得不多，被严重挫伤劳动积
极性。长此以往，他们对自己的付出能否得到回
报没有信心，对“勤劳致富”的朴实理念产生质
疑。

了解到彭育光的情况后，油溪桥村支书彭
育晚决定和彭育光一起发展养甲鱼这种低劳动
强度的产业。小甲鱼容易死亡，村干部想办法创
造出“零风险养殖模式”，将价格便宜的小甲鱼
苗集中饲养一年后，将长大的甲鱼苗免费发放
给养殖户，既节约了买大甲鱼苗的资金，又减少
了小甲鱼苗死亡给贫困户带来的损失。

今年，彭育光已养了 280只甲鱼，粗略计算
能赚两万元。

“换位思考，就知道王成安最担心什么？是
风险，那我们扶贫干部就要帮他们分担风险，低
门槛的小额贷款就是跟他共担风险的一个法
子。”黄海军说。身在海南的黄海军和彭育晚“巧
合”地有着同样的认识。

看着王成安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懒散度日
的样子，黄海军劝他养羊。“我帮你贷款 1 万元，
农信社再资助 5000 元，你自己投 5000 元，先养
几只试试看。”黄海军诱惑道。

王成安不愿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但对白
给的 5000 元动了心，提出政府资助 5000 元、贷
款 1 万元的想法。“根据经验，农民只有自己下
了本，才会珍惜资助款和贷款。”最终，在黄海军
的反复劝说下，王成安抱着试试的心态养了 20
只本地黑山羊。

王成安不久前已经卖了 2 只羊，纯收入
1400 块钱。失去信心的王成安初步尝到甜头，
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他的儿子也在帮助下，到镇
上的一家钢材店工作，一个月有一两千块钱的
收入，成功实现脱贫。“不是简单地提供扶贫羊，
而是帮助他们分摊风险，调动种养积极性。”

“产业扶贫不能想当然，必须步步为营，对
扶贫干部而言，也是步步惊心。”说到产业扶贫
的经验，彭育晚向记者感慨道。

7 年前，油溪桥引进了一种市场价格颇高
的桃子品种，但这种桃子培育期长，几年没有结
果。到第 6 年，老百姓怀疑是不结果的“毛桃
子”，找村干部要说法，一个村的人连年都没有
过好。村干部反复做解释、下保证，今年，大大的
桃子如约而至，村民们笑开了花。

“扶贫工作一次失手，可能就很难翻身。”彭
育晚向记者强调，“农民很实在，项目能赚钱，他
们就会上心学，不赚钱，光靠嘴说，别人不理的。

产业发展中干部必须胆大心细，科学谋划。”

以道德风尚根除“劣习”

相对于物质贫穷来说，贫困户精神贫穷更
可怕；相对于更容易“立竿见影”的物质扶贫来
说，扶志这个硬骨头最是“难啃”。

为真正激发贫困户脱贫斗志，四川巴中
市探索了“乡村道德银行”机制。“完全没想到，
家里卫生搞好了还可以领到奖品。”67 岁的巴
中南江县关坝镇小田村村民周其昌在兑换自
家道德银行的积分后，感慨这次带来的竹背
篼有点小，原因是他家在全社的家庭卫生评
比中获得第一，加上儿子媳妇义务帮助乡邻
秋收的加分，最终斩获 320 分的高分。

随后，周其昌将肥料、洗衣粉、毛巾、牙膏、
牙刷、餐巾纸等兑换的物资带回了家。

小田村的“积分王”是返乡创业带动村民搞养
殖挣到 570分的村民谢明朗。在兑奖现场，他装了
几背篓兑换的农用生产物资，让村民们羡慕不已。

小田村地处大巴山腹地，山高沟深，曾经是
远近有名的贫困村。自 2015 年以来，市里的帮扶
单位硬化了村社道路，通了自来水，修建了“巴山
新居”，还搞起了特色产业。2016 年小田村顺利脱
贫，但一些村民“等靠要”思想还比较严重，不仅缺
乏健康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甚至相互攀比、大
操大办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培育文明乡风，从 2017 年初开始，小田村
探索实施“乡村道德银行”积分管理机制：驻村干
部、村两委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等 17 人组
成积分评定小组，以院坝会、公示栏、QQ、微信等
形式宣传实施“乡村道德银行”考核标准、评定办
法、积分兑换办法等，并通过入户调查、现场打
分、集中评定等，每季度对居住在小田村的 155
户村民，从遵纪守法、移风易俗、勤劳致富、清洁
卫生、孝老爱亲等 5 个大项 32 个小项进行评定，
按标准加分、扣分，年度积分集中兑换成生产生
活用品。

小田村第一书记唐强说，自从“乡村道德银
行”实施以来，村民好吃懒做、乱堆乱扔等现象基
本看不到了，村容村貌也变得整洁干净起来。

四川省南江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乡村道
德银行”让道德有价、德者有得，通过积分管理机
制育文明新风，坚持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相结
合，改变直接给群众送钱送物的方式，把无形道
德资本变成有形的资本。这种高扬良善的做法减
少了部分贫困户视好吃懒做为正常，群众争当贫
困户等现象。

四川阆中市采取一系列措施清查建档立卡
贫困户在享受国家扶持、救济期间是否存在赌博
活动、酗酒滋事等行为，一经查实的，取消其一切
帮扶待遇。

为达到更好的整治效果，阆中采取“发动群
众”这一“法宝”，对提供低保户、特困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参与赌博线索的，或提供党员干部、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违规违纪办理低保等惠民政策问
题线索的，查证属实后一律给予举报人 300 ～
600 元现金奖励。

正向激励比单纯“给予”效果更好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3 年前在
四川乐山发起名为“劳动收入奖励计划”的反贫困
实验显示，对低收入家庭的劳动所得给予一定的
现金奖励，以奖代补，可有效鼓励贫困户通过劳
动来增加收入。

余洪清是乐山市五通桥区的一户贫困户，他和
90 岁的母亲住在一间顶梁柱都已经断了的危房之
中。2014 年，余洪清参加“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因
为“挣得越多，奖励金就越高”，他每天会多蹬一个
多小时车，收入从原来的 400 多元增加到了 670
元，“劳动收入奖励计划”会再奖励他 320 元。余洪
清 90 岁的老母亲说，儿子现在工作动力大了，有时
还会去工地打零工，想要为孙女读书多赚钱。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甘犁表示，让低收入者提
高劳动意愿的关键是从补贴变成奖励。根据对乐
山实验的评估，参加“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实验”的
家庭就业率相对提高 13 . 5 个百分点，每月劳动
时间相对提高 9 小时。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建华认为，榜
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应为部分不思进取的贫困户
提供切合实际的学习榜样。海南扶贫电视夜校
2016 年 11 月开播，行业专家、致富能手及优秀帮
扶干部现身说法，讲政策、举案例、教技术、出点
子，课程受到贫困户追捧。

“这个好处就是让贫困户看到身边人或者近
处的市县的人是怎样做事、怎样脱贫的，这些看
得见、够得着的榜样，才能具象化贫困户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效果很好。”黄海军说。

曾有贫困户对扶贫干部

说：“你们不帮我做，我就不做，

我脱不了贫，你们就交不了差。”

这一现象在农村产生了负面影

响，且有的贫困户陷入“因穷而

要，因要而懒，因懒而穷”的恶性

循环，扭曲了扶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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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成成安安在在扶扶贫贫干干部部黄黄海海军军的的帮帮扶扶下下，，精精准准选选择择养养殖殖市市场场稳稳定定的的本本地地黑黑山山羊羊，，他他在在橡橡胶胶林林
建建起起了了一一座座高高脚脚羊羊舍舍，，已已卖卖了了一一批批羊羊。。 刘刘邓邓 摄摄

去去年年寒寒冬冬时时，，蒙蒙继继合合最最小小的的孩孩子子光光着着
腿腿。。在在他他的的意意识识里里，，孩孩子子并并不不冷冷，，他他们们一一家家
人人在在大大山山里里生生活活很很幸幸福福。。 夏夏军军 摄摄

“比起搬迁 ，他
们更关心低保；平日
爱打麻将，最近两年
‘等靠要’思想特别严
重，就是想要现金分
红 打 麻 将 ，不 劳 而
获 ；每天三顿酒‘雷
打不动’，醉醺醺无
所事事；我做什么都
不行，现在只能靠政
府管我们了……”

脱贫攻坚战的
冲锋号已经吹响 ,然
而 ，在 一 些 连 片 的
深 度 贫 困 区 ，仍 然
存在不少或“安”于
贫困 ，或依赖他人 ，
或垂头丧气的贫困
户。这些贫困户究竟
是“懒入骨髓”，还是
陷入“因穷而要 ，因
要而懒 ，因懒而穷”

的恶性循环？深入了
解他们的致贫原因，
挖掘深度贫困现象
背后的共同点，才能
通过有针对性的脱
贫攻坚措施，确保国
家扶贫政策的“好钢
用到刀刃上”。

2016 年底，全国
农村贫困人口还有
4300 多万。如期实现
脱贫攻坚目标，平均
每年需要减少贫困
人口近 1100 万。前
几年的脱贫攻坚进
程中，容易脱掉穷帽
的先脱了，越是留到
后面的，往往贫困度
越深，越往后脱贫难
度越大 ，越难啃。这
一点，各级领导干部
尤其是扶贫一线干
部要有心理准备，要
认清这个客观规律。

根据河北省的
调查，深度贫困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高 、
一低、一差、三重”。“两高”即贫困人口占比
高、贫困发生率高;“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
入低 ;“一差”即基础设施和住房差 ;“三重”

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 、因病致
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 、贫困老人脱贫任
务重。对照“两高 、一低 、一差 、三重”的标
准 ,看此次《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研过程
中发现的扶贫“硬骨头”现状，正是条条契
合、样样难啃。

换句话说，脱贫攻坚到了现阶段，尤其
是面对那些深度贫困地区，一些脱贫措施
没有像以前那样有效，推进进度没有像以
前那样迅速，是正常的，是符合事物发展客
观规律的。

要清醒地认识到，越往后，“难啃”越可
能是常态。只有充分预估到工作的艰难，将
“难”作为一种常态，才不会错判扶贫形势，

不会轻率地认为暂时攻不下来的贫困户
“没有希望”。

比如，有一类贫困户，曾经为脱贫致富
做出过努力，却因为屡次失败的经历 ，心
有余悸 、自暴自弃。海南琼中的黎族老汉
王成安就是这样，如果对他没有深入接触
和了解，会以为他只是个每天三顿酒的醉
老头。其实，他也曾种过荔枝、种过橡胶，却
都因为市场波动屡屡碰壁。可见 ，他绝非
“懒汉”的典型，只要有好的扶贫政策的支
持，有“真金白银”、正向激励的良性机制，
在政策的帮扶下，就能激发贫困人群“弱鸟
先飞”的追赶意识，让极贫村摘帽脱贫，共
享发展成果。果然 ，在扶贫干部锲而不舍
细心引导帮扶下 ，王成安终于养羊成功 ，
信心大增。

这也提醒我们 ，有些时候 ，不是贫困
户“不可救药”，而是我们还用老眼光看新
问题 ，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 ，“扶”的姿势
不对。这进一步启示我们 ，脱贫攻坚工作
越到后面越需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工作
越需要更细致 ，方法越需要更科学 ，措施
需越要更精准 ，才能把那些“安”于贫困 、
意志消沉的贫困户唤醒，把这些最难啃的
硬骨头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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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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