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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摘帽后，还有哪些“隐性病”“拦路虎”

2018 年有 280 个左右贫困县

摘帽，意味着 832 个贫困县超过一

半已摘帽。但是贫困县摘帽后，还需

“扶上马、送一程”，做到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

摘帽不摘监管

记者走访中西部地区 5 个“脱

贫县”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欠账等

“硬骨头”、金融帮扶隐忧和部分干

部懈怠情绪等“隐性病”、部分产业

持续增效较难等“拦路虎”，是这些

县当前遇到的系列难题，暴露出的

一些问题也带来警示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陈陈硕硕作作

本报记者姜刚、周楠、何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扶贫办
有关负责人透露，在 153 个贫困县已摘帽的基础
上，2018 年有 280 个左右贫困县摘帽，意味着
832 个贫困县超过一半已摘帽。巩固和扩大脱贫
成果，确保到 2020 年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无疑是
所有“脱贫县”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

近期，记者走访中西部地区 5 个“脱贫县”发
现，基础设施建设欠账等“硬骨头”、金融帮扶隐忧
和部分干部懈怠情绪等“隐性病”、部分产业持续
增效较难等“拦路虎”，是这些县当前遇到的系列
难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考”面前，这些具
有普遍性的问题所带来的警示，对各地具有一定
参考价值。

“硬骨头”：局部地区基础设

施欠账较突出

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制约边

境农村发展的瓶颈，要改善道路条

件，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投入压力，往

往难以承受

西南地区某“脱贫县”位于中越边境地区，素
来山高路险、交通不便。许多村屯散落在千山万壑
之中，记者近期驱车翻山越岭，在村屯间颠簸前
行，能直观感受到当地乡级、村级公路条件仍相对
较差。

“边境一线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滞后。”该县县
委副书记说，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制约边境农
村发展的瓶颈，当地交通基础设施规模总量不足，
边境公路等级低，县与乡、乡与村之间的公路路面
窄、路况差。遇到路面坎坷的坡，载重的农用车爬

不上去；路面宽度不够，双向会车非常困难；每逢
春节和农忙，农村公路容易发生堵车，群众期盼改
善道路条件的呼声很高。

记者在大别山片区的一个“脱贫县”走访时，
当谈及基础设施欠账话题，该县交通局总工程师
一脸愁容。据了解，在上级支持下，全县完成农村
道路畅通工程 2000 多公里，总投资超过 11 亿元，
但山区道路两侧悬崖、陡坡多，村级路面硬化工程
中的两侧防护栏建设滞后，全县 3500 公里村组道
路中，仅 5% 有防护栏，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他说，
路修通后，农用车、摩托车等车辆逐渐多了起来，
由于两侧没有防护栏，一旦发生意外掉落悬崖，伤
亡系数非常高。

对地方政府来说，要改善道路条件，意味着巨
大的资金投入压力，往往难以承受。上述总工程师
算了一笔账：道路要升级，光是拓宽路基一项就花
费较大。从村道标准升级到乡道标准，4 米宽的路
基拓宽到 5 米，每公里大概需要 50 万元，而从乡
道标准升级到县道标准，5 米宽的路基拓宽到 6
米，每公里需约 200 万元。说到这个，这位总工程
师眉头紧锁：“根据农村公路网规划，我们县将新
增县道 500 公里，但巨额资金仅靠县里解决，难度
太大。”

与这个县相同，另外几个“脱贫县”同样面临
这类问题。

然而，这些“脱贫县”的欠账远不止此。易地扶
贫搬迁的水电路配套建设、危旧房改造、基本农田
水利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部分群众居住环境差、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难
处理等问题同样严峻。

“隐性病”：部分金融帮扶政

策和部分干部状态存隐忧

随着还款高峰期来临，部分地区

的农民压力较大，如果硬要把这些贷

款如期还上，可能产业的本金就被抽

掉了，产业有可能回到发展原点

记者走访“脱贫县”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反
映，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前，一些地方性的扶贫政策
“边探索边调整”，一度发挥了比较明显的作用，但
由于实施细则不够“接地气”，一些隐患逐步显现。

中部某脱贫摘帽县的一位副县长告诉新华每
日电讯记者，前些年，上级部门给一些农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集体经济项目进行扶贫贷款，该县
这类贷款大约上亿元，为不少扶贫产业的起步打
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但是，这些贷款期限比较短，
由于农业效益低、回本时间长，随着还款期的到
来，部分地区出现了贷款逾期等问题。

这名副县长担心这会导致返贫隐患，“随着还
款高峰期来临，部分地区的农民压力较大，如果硬
要把这些贷款如期还上，可能产业的本金就被抽
掉了，产业有可能回到发展原点，不仅不能巩固脱
贫，可能导致部分群众返贫。”

这个问题并非个案，已成为“脱贫县”面临的
紧迫问题。基层干部介绍，按照相关要求，逾期不
良贷款占总贷款比例不能超 1%。农户们表示一

定会还，但请求起码等赚回本钱再还。可是上级
部门要求严格，一旦不良贷款率超过标准，就要
约谈县委书记、县长，地方党委政府压力巨大。

有的贫困县摘帽后，部分干部存在松懈、倦
怠情绪，受到群众诟病。

中部某县一位贫困户 2018 年脱贫，但她丈
夫当年得病去世，家里治病、盖房欠了债，孤儿
寡母相依为命，她告诉记者，“脱贫后，村干部很
少过问。”

多地群众向记者表示，对类似现象，如果不
及时纠正，很可能出现撤摊子、甩包袱等情况，
严重影响脱贫成效巩固提升。

“拦路虎”：部分扶贫产业难

以持续发力

受技术缺乏、管理不善等因素

影响，部分扶贫产业发展并不理

想，没有达到预期增收效果，甚至

出现“关门大吉”现象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也是巩
固提升脱贫成效的重要保障。然而，记者在几个
“脱贫县”了解到，由于种种原因，部分村遭遇扶
贫产业难以持续、不能稳定发挥带动效应的难
题。

西南某县的县委副书记告诉记者，当地一
个脱贫村在后援单位支持下探索种植 50 亩百

香果，是村里的扶贫主导产业。村上 60 多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入股该产业示范区，但产业发展
真可谓是一波三折！2018 年夏季降雨较多，20
亩百香果苗因被水淹而染上一种病毒，其他 30
亩果苗也被波及，50 亩只好全部清理掉，目前
正在补种新的果苗。

“为发展这个产业后援单位差不多已投入
60 多万元，但前两年销售收入不足 10 万元。最
主要是缺乏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光靠驻村
工作队和村民，生产管理相对粗放，效益不佳。”
这位扶贫干部表示。

记者调查了解到，受技术缺乏、管理不善
等因素影响，部分扶贫产业发展并不理想，没
有达到预期增收效果，甚至还出现“关门大吉”
现象。

中部某县一个贫困村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
帮助下，发展了蔬菜产业，还与当地一家大型零
售企业签了长期供销协议，基本解决了销售问
题。但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利润偏低，300 多
亩蔬菜基地只生产了两年多就停产了。

村支书告诉记者：“最主要还是由于缺乏人
才，留守村民对管理和市场都不太懂。”

“迎大考”：确保全面小康
“一个都不能少”

贫困县摘帽后，还需“扶上马、

送一程”，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

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

摘监管

当前我国正处于贫困县摘帽高峰期，“脱贫
县”面临的困难存在共性，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
带来警示。

受访人士认为，对“脱贫县”来说，摘帽只是
“中考”，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全面实现小康才是
“大考”。贫困县摘帽后，还需“扶上马、送一程”，
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
扶、摘帽不摘监管。

基层干部建议，结合脱贫摘帽阶段特征，
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继续完成剩余
贫困人口精准脱贫问题，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巩
固和提升。同时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推
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在特色产业发
展、农村金融改革、电商扶贫等方面给予更多
支持。

一位县委书记认为，解决“脱贫县”产业发
展难题，关键是要找准产业，更要找准品种、技
术、市场和管理，并且一定要紧跟市场，适时进
行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

广西大学中国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莫光辉认为，应构建稳定持续脱贫的监
测机制，特别是要加大对脱贫摘帽后巩固提升
期的后续考核力度。

“该严管的务必严管，要加强政策实施效果
‘回头看’，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防止出现
甩包袱、撤摊子的情况。”一位副县长说。

基层还呼吁，要健全激励政策机制，加
强对扶贫干部的爱护关心。比如说，尽快建
立具有操作性的容错纠错机制，出台吸引人
才的专门办法，对脱贫攻坚领域人才在职务
提拔、职称评定、待遇提升等方面给予特殊
关照，鼓励大家在脱贫摘帽后继续奋战在基
层一线。

本报记者李雄鹰、陆华东

“扫黑除恶，害人害己！”“让城市更文明，让
生活更没好”“坚决打击铲除黑恶势力，保护人民
群众的什么财产安全”……

标语，作为动员群众的重要载体，本应起到
凝聚共识、鼓舞人心的重要作用。然而，近段时间
以来，部分地方一些标语错字频出，一些宣传手册
更是将医生、失独家庭列为扫黑除恶对象。基层标
语乱象为何频频出现，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部分地方近期频现奇葩标语等乱象

近期不少地方的基层标语内容频现错别字、
内容生硬、胡乱嫁接等乱象。

“扫黑除恶，害人害己！”“坚决打击铲除黑恶
势力，保护人民群众的什么财产安全”“让城市更
文明，让生活更没好”……这段时间，多地均出现
了标语中的错别字问题，不仅对推动工作没有益
处，反而起了副作用。

苏北某县基层干部告诉本报记者，虽然错别
字、病句、断句不当是当前“问题标语”的主要表
现形式，但是一些地方标语内容过于生硬、强势，

也容易让老百姓反感。“秸秆禁烧、整治毒品都是
好政策，但是有些地方却直接贴出‘一人点火，全
家坐牢’‘种植罂粟，抓人罚款’等标语，太粗暴，且
不规范，老百姓看了也很不舒服。”

部分地方甚至出现“诅咒式标语”。“不要屁
股脸的人，办不要脸的酒；不知耻的人去帮忙，不
要脸的人去吃酒”“乱搭乱建全家短命”“人畜不分
居又无子孙又无妻”……这些诅咒式的标语在群
众中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盲目抄袭、胡乱嫁接同样会闹出笑话。近日，
江苏苏州相城区渭塘镇在扫黑除恶宣传册中，将
医生列为中国十大黑心企业之首，带来了严重的
不良影响。对此，当地党委政府发布通报称，宣传
资料照抄不当内容，镇相关负责人未严格履行审
核把关职责。

前段时间，湖南湘潭一街道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宣传展板中，将“失独家庭人员、重性精神病
患者等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引发网民一片吐槽。
而闹剧的原因也是打印社直接在网络下载与宣传
主题严重不符的资料图片，社区负责人没有进行
审核把关。

标语问题频发折射基层作风不实

频现的奇葩标语和一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
手册，这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是否正如各地事
后调查所言，主要是广告公司的问题？本报记者
采访了多地基层工作人员，详细调研了基层标语
制作流程与基层工作负担，剖析问题标语背后的
深层次原因。

湖南某村村主任介绍，标语的制作，村里一
般是结合上级给的模板，然后自行在网上找寻一
些资料，设计出标语内容。确定标语内容后，再找
广告公司进行制作，拿回成品后，细心的人会仔
细检查，有问题就能及时发现，而不负责任的人，

往树上、墙上一挂，拍张照片，转身就走。
广东某乡镇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村里的

标语和横幅，大部分是镇一级下发，镇里会把关，
但有时村里或者其他部门也会根据工作需要，自
行制作一些标语横幅。“这些自行制作的标语横
幅，存在审核盲区，有时就会出现问题。”

“出现的奇葩标语问题，表面上看是广告公
司工作失误所致，但背后主要责任在于标语制作
委托方。”广东一位驻村第一书记说，这是部分基
层干部工作不走心的表现，只是单纯把挂标语作
为一项任务敷衍应付，没有提升到推动工作、塑
造政府形象的高度。

不少基层干部也反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基
层工作任务重，没有时间精细化审核。为了突击
应付，有的部门直接让打印店根据某个主题到网
上搜标语，制成后进行悬挂。

“任务太重了，各个部门都要，忙不过来。”江
苏一名基层宣传工作人员说，比如读书月，县里
要求每个村至少悬挂两条标语，我们镇就要悬挂
40 多条标语。还有征兵、法制宣传日、秸秆焚烧等
都需要悬挂标语，标语任务太多了，造成该镇交
通要道两旁的电线杆上缠满了挂标语留下的铁
丝，有些地方甚至密密麻麻，像蜘蛛网一样。

之所以出现一些奇葩标语，也与各单位对工
作的理解程度有关。“很多工作存在交叉性，得有一
个牵头部门，不能各部门自行开展，因为有些部门
理解不准确，就会出问题。”苏北一位乡镇政法工作
人员介绍，例如扫黑除恶工作，县里开会布置工
作，各相关单位都要求参加，比如教育局局长，开
完会后，落实扫黑除恶的工作只能在学校里进行，
工作任务层层传导，对扫黑除恶的理解就容易层
层失真，也就出现了“坚持打早打小，将黑恶势力消
灭在萌芽状态”的标语被挂在幼儿园门口的笑话。

此外，大水漫灌式、缺乏分类的标语悬挂也
容易带来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
认为，现在基层动员环境跟以往不一样，社会异
质化程度比较高，比如政府让某单位配合一个工
作，该单位如果觉得这项任务和自身联系紧密，
就会很重视，做标语也就会很认真。但是，也有很

多单位觉得这项工作跟他们关系不大，上面任
务又得配合，就会敷衍。一些部门还会在配合
扫黑除恶等工作中，生硬嫁接自己部门平时的
工作，有时候也容易出现问题标语。

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考核机制。很多动
员工作虽然是面向群众，服务中心工作，但也有
出发点是为完成考核任务的一种形式主义。“做
很多展板，可能就是为迎接上级一次检查，有时
领导没来，还白白浪费。”吕德文说。

当然，对一些地方的标语，也不能简单否
定，要分析其背后的语境。吕德文说，“基层自
治和行政管辖是两码事，乡村这一层级，主要
做的是群众工作。有些移风易俗的标语，虽然
外人不理解，但在当地却行之有效。”

基层标语呼唤减负和走心

一个好的政策，通过标语动员，可以形成
社会共识，提高社会公众认可度，但一旦出现
错误标语，就会损害政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最终会损害政府的形象。

“这些错误标语，对政府形象最大的损害
就是容易出现低级红、高级黑现象。一方面，给
一些人提供调侃恶搞的素材，更重要的是，错
别字也容易让群众对政策产生误解。”北京大
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为了让标语、宣传册更好地服务于党和政
府工作大局，部分基层干部及专家建议，减少
不必要的形式主义做法，加强基层工作作风建
设，同时创新基层动员的语言表达方式。

庄德水说，基层标语错误频现，正是部分
基层干部不走心的表现，是工作态度和作风问
题，建议加强基层工作人员严谨细致的工作作

风建设。
江苏省东海县某乡镇文化站站长告诉记

者，当前几乎所有工作都要求制作标语、宣传
册，工作量太大，基层疲于应付，难免出现敷衍
和各类问题标语，建议上级部门减少对标语动
员的痕迹考核，同时加强对各类标语、宣传册
内容的指导，严把内容、印刷与审核校对关。

此外，基层动员也要注重效率。吕德文认
为，一是要分类动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各单
位对不同工作的利害关系、注意力分配有差
异，要对相关性高的单位重点宣传，不能“大水
漫灌”，这样就能有效减少敷衍标语和问题标
语的出现。二是动员要与社会时代进步相匹
配。在保证政策准确性的同时，要尽可能用适
合时代特点、老百姓易于理解的方式开展标语
动员。三是避免所有工作都依靠标语动员，有
些工作通过行政和法律程序完全就能完成，没
必要增加基层负担。

在具体工作中，一些地方的做法也不失为
一种探索。广东南雄市(县级市)宣传部门工作
人员介绍，对于全市重要性的工作，例如扫黑
除恶，当地一般是全市范围内统一进行宣传，
宣传部门根据上级提供的主题和标语，选择一
些适合作为标语的内容后，下发到市里各单位
和各乡镇，各个单位再从这些标语里进行选
择，将本单位选择的标语和最终挂出来的标
语，上报给有关部门把关。此外，结合县级融媒
体中心建设，南雄市探索将市财政资金支付的
公益广告，交由融媒体中心下属的文化传媒公
司制作，融媒体中心审核把关，充分发挥县级
融媒体中心的作用。这样可以规范现在各单位
自行寻找广告公司的做法，避免在广告公司制
作环节出现问题。

医生、失独家庭成扫黑对象？基层标语出错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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