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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城市化领先的浙江，同样
没有让乡村落后、农民落伍。无论你
驰骋在浙北平原，还是跨越浙中盆地，
或者穿梭于浙南连绵的山区，到处可
以看到成片的现代农业基地、漂亮的
农家别墅和充满希望的农民兄弟。

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 29 年领跑
全国省区，扶贫标准全国最高省份，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全国最
小省份之一⋯⋯

人们不禁会问：“七山一水两分
田”的浙江是如何冲破重重体制障
碍，成功规避“这边高楼大厦、那边棚
户连片，这群人腰缠万贯、那群人温
饱不济”的发展“陷阱”，实现城乡携
手共奔现代化的？

新理念：
从解决温饱到缩小差距

苍南县岱岭畲族乡富源村，是个
与大山分割不开的乡村，过去大多数
农民将家安在半山腰，靠山谋生计却
难以摆脱贫困。转机从上世纪 90 年
代开始，在政府扶贫部门帮助下，生活
拮据的富源人开始利用土地资源，开
发特色农业。从并村，到成立农民专
业合作社，采用“基地+农户”的模式，
产业升级，让农民钱包鼓起来，成为了
温州市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示范村。

扶贫开发并没有就此停止。2001
年开始，在各级扶贫部门帮助扶持下，
村里筹资 2000 多万元组织实施了富
源村四期下山搬迁，累计搬迁129户、
532人，农房改造率超过三分之一，有
1200多位农民实现集中居住。新房、
新路、新公园、新水电设施一应俱全。
此外，村里还发展了高效生态农业、来
料加工业和生态旅游业，有效带动农
民参与产业发展，实现收入持续增长。

富源村是我省扶贫工作的一个
缩影。省农办（扶贫办）负责人说，经
过数十年探索实践，浙江扶贫理念不
断创新，从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
贫，从消除绝对贫困的扶贫转向减缓
相对贫困的扶贫，从保障扶贫对象的
基本生活、减少贫困人口数量，转向
缩小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农户收入
水平。

我省扶贫标准确定机制也因此
发生变化。从求温饱阶段的“由基本
生活需求决定、随价格水平变化”，到
求公平时期的“由居民收入水平决
定、随收入增长变化”。根据这个原
则，2008 年以后，为了更好地实施精
准扶贫，我省将扶贫对象直接瞄准低
收入农户，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500
元（2007 年）；2013 年再次将扶贫标
准提高到 4600 元（2010 年），比国家
扶贫标准高出一倍。

扶贫对象也随之发生变化。对
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低收入农
户全面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基本消除
绝对贫困现象，扶贫对象主要是帮助
那些收入高于低保水平，但素质低、
能力弱、积累少的低收入农户和城镇

低收入家庭，帮助他们加快增收步
伐，实行整个省域的统筹城乡扶贫。

因时而异的扶贫措施取得了明显
成效。数据显示，浙江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由 2006 年最高时的 2.49:1，降低
到 2013 年的 2.35:1。2013 年，全省低
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6178元，其中29
个欠发达县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
6082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6.3%，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

新途径：
从分散救济到组织化帮扶

风景秀丽的龙泉市八都镇青山
村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村里道路整齐
干净，家家户户住进了漂亮的小楼。
村干部说，这一切与政府的产业扶贫
政策和村民勤劳双手分不开。

青山村地处偏僻，如何帮助脱贫
后的村民持续走上致富路？在龙泉
市有关部门支持下，村里引进了国家
重点扶贫龙头企业——龙泉市天和
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基地+农
户”的经营模式，基地吸纳了大量留
守妇女参与黑木耳种植。农民可以
一边照顾老人孩子，一边种植黑木
耳，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目前，
青山村的这种产业扶贫模式已经惠
及龙泉市三分之一农民。

农业产业组织化程度高是我省低
收入农户增收快的一个重要因素。我
省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合作社、龙头
企业的作用，培育特色农业产业科技
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户、乡土科技人
才，带动县域提升农业产业层次；培育
具有扶贫功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引导龙头企业吸纳低收入农户就业、
专业合作社吸收低收入农户入股。

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来料加工
更是我省产业扶贫的一大特色。和全
省大多数欠发达县一样，磐安县把发
展来料加工业作为促进低收入农户增
收的一个重要渠道，实施扶贫小额信
贷、给予贷款贴息等金融扶贫举措，财
政资金主要用于奖励带动低收入农户
增收明显的来料加工经纪人，帮助他
们解决资金困难，有效引导来料加工
业健康持续发展。来料加工让磐安低
收入农户美丽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足不出村，甚至足不出户，就可以有活
干，家里的大事小事不落下，还能有相
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从全省来看，去年 29 欠发达县
从事来料加工人数达到 105 万人，共
发放来料加工费 92.1 亿元，从业人员
人均收入 8000 多元。今后一个时
期，我省仍将加大来料加工扶持力
度，计划到 2016 年，来料加工要对异
地搬迁小区和扶贫重点村实现全覆
盖，目前这两个覆盖率已接近90%。

贷款难，曾是制约低收入农户发
展的老大难题。龙泉市率先在 17 个
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开展扶贫资金互助
组织试点，着力破解农民贷款难题。
其中，官埔垟村就是我省首批国家级
扶贫资金互助会试点村之一，互助会
共有会员 139 户，其中低收入农户 48
户，互助资金已累计发展到 84.25 万
元，会员每股股金增值 191.73 元。会
员以互助资金为依托，快速发展乌龙
茶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5年的
3126元提高到2013年的9890元。

在村扶贫资金互助会的基础上，
我省还积极探索在乡镇一级和县一级
建立资金互助会联合会，成为全国金

融扶贫的重要创新举措。2013 年 3
月，龙泉市竹垟乡成立我省首个乡镇
级扶贫资金互助会联合会，联合会发
挥运行安全监管、资金调剂和风险防
范救助等职能。2013年，全省欠发达
地区共组建扶贫资金互助会 620 个，
累计借款2.4万户（次）、2.8亿元，其中
低收入农户借款 1.2 亿元、1.1 万户

（次），入会农户年人均增收1280元。

新突破：
从经济扶贫到制度扶贫

扶贫帮困，助推低收入农户增
收，最根本的是释放体制活力，解放
生产力。制度扶贫是浙江扶贫工作
的亮点。为盘活农村“沉睡的资本”，
我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前
提下，积极开展林权、土地承包经营
权、农村住房产权抵押贷款试点。

茶产业大县松阳县，农民收入和
就业的三分之一来自茶叶。为了让茶
园经营权可以流转抵押，解决农民资
金短缺，松阳县各乡镇通过对农户茶
园的资产评估，向茶农发放“茶园资产
评估证”。证书上标明了茶园的位置、
边界、面积、品种、整体评估价值等。

一本证解决了茶农发展资金难
题。凭借“茶园资产评估证”茶农可以
向信用社抵押获得10万元以下的小额
循环贷款，并享受基准利率优惠和财政
贴息。到2013年底，全县共办理“茶园
资产评估证”8108本，“茶园资产评估
证”抵押贷款余额超过1.5亿元。

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体制改革
试验区，丽水市积极探索集体经济股
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资产折股到
户，明晰农民在集体资产中的份额和
权利，为统筹城乡要素流动创造制度
基础。丽水市农办负责人表示：“丽
水市推进以异地搬迁为主题的扶贫
体制改革，在安置方式、产权制度、户
籍管理、社区服务等方面积极探索创
新。特别是产权制度，在云和县的试
点中，对村民与社员身份界定、集体
资产股份量化等作出了制度安排，强
化了合作经济的性质，为下一步产权
流转交易奠定了基础。”

异地搬迁是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
新的主线。“目前，围绕扶贫异地搬迁
所产生的产权流动、户籍管理、社区治
理等问题越来越凸显，需要以城乡一
体化的理念，通过系统设计改革方案，
建立健全搬迁农民权益有保障、就业
有渠道、身份可融入的体制机制。”省
农办扶贫开发处处长蒋伟峰说。

晨东小区是龙游县山区农民异地
搬迁小区，2010年建成后，将9个乡镇、
街道共84个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纳入扶
持范围，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符
合条件的搬迁农户。同时，政府做好幼
儿园、小学的配套建设，确保迁入户子
女能够在城里顺利入学。最重要的是，
搬迁户在原居住地享有的土地山林承
包权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
权益保持不变。良好的配套，打消了农
户离开故土的顾虑。到目前，该小区已
安置农户895户3200人。

扶贫异地搬迁有力地促进了人口
集聚、投资增长、农民增收。据省农办
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 年至 2013 年，
29 县和海岛市县累计异地搬迁 12.78
万户、43.41 万人，完成投资超过 200
亿元，异地搬迁农户的收入明显高于
当地低收入农户平均收入水平。

完成由消除绝对贫困向减缓相对贫困转轨

浙江扶贫迈新步

邵 峰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贫
困”与“温饱不济”划等号，将“扶
贫”与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相
挂钩，认为“贫困现象”和“扶贫
工作”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发
达阶段、欠发达区域的一种特有
现象和一项特殊工作。其实不
然，随着扶贫任务从消除绝对贫
困到减缓相对贫困的转变，我们
对贫困现象和扶贫工作的认识
也应与时俱进，浙江在这方面走
在了全国前列。

浙江是我国最早实行城乡
一体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
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省份。从
2003 年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
康工程”到 2008年实施“低收入
群众增收行动计划”，浙江扶贫
完成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减缓
相对贫困的转轨。绝对贫困是
指家庭或个人收入不足以支付
食、衣、住等基本生活需求的一
种生存状态，可以由“低保”等
社会救助来消除；而相对贫困
则是指社会成员收入不平等的
程度，时时有、处处有，很难完
全消除。这就是欧美等发达国
家 至 今 仍 十 分 重 视 扶 贫 的 原
因。

浙江省委、省政府正确把
握扶贫演变规律，高度重视扶
贫开发工作，不断增加扶贫财
政投入，没有因为发展阶段领
先、农民收入较高、绝对贫困现
象基本消除，削弱甚至放弃扶
贫工作，反而提出“扶贫是伴随
现代化全过程的长期任务”，强
调“越是经济发达，越要重视扶
贫工作”，并与时俱进地实施了

“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
“重点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

等扶贫举措。这不仅促进了低
收入农户加快增收和欠发达地
区加快发展，而且引领了东部
省份和全国各地的扶贫理念和
扶贫工作的转变。

浙江是我国最早自行制定
扶贫标准、建立规范化扶贫标
准确定机制的省份。扶贫标准
是政府为认定扶贫对象而确定
的收入水平，随着扶贫由消除
绝对贫困向减缓相对贫困的转
变，其确定机制也发生了根本
变化，即由“家庭收入能否满足
基本生活”转变为“家庭收入是
否处于社会低端”。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浙
江在 2008 年实施“低收入群众
增收行动计划”时，放弃了“由基
本生活需求决定、随价格水平变
化”的扶贫标准确定机制，确立
了“由居民收入水平决定、随收
入增长变化”的扶贫标准确定机
制，明确以 2007 年全省农民人
均收入的 30%（2500 元）为扶贫
标准（发达地区自行确定更高的
扶贫标准）认定低收入农户，并
建立了包括 111 万户、271 万人
的低收入农户数据库。

在 2011 年国家制定新扶贫
标准 2300元后，浙江省委、省政
府将扶贫标准提高到上年全省
农民人均收入的 45%（2010 年
4600 元），并要求发达地区按

“不低于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
45%和不少于当年农村户籍人
口的 10%”，确定扶贫标准，认
定扶贫对象。2013 年我省在认
定新一轮扶贫对象后，建立了
包括 176 万户、417 万人的低收
入农户数据库。至此，浙江的
扶贫标准确定机制及相对标准
实现了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全面
接轨。这不仅使浙江的扶贫从

区域性、整体化扶贫拓展到全
域性、精准化扶贫，而且引领了
东部省份扶贫标准确定机制的
创新和全国精准扶贫的全面推
行。

浙 江 是 最 早 转 变 扶 贫 方
式、实行融入式扶贫的省份。
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
进程中，一部分人因传统生产
生 活 方 式 瓦 解 和 个 人 参 与 现
代生产生活能力缺失，陷入了
绝对贫困状态；一部分人因在
生 产 资 料 占 有 关 系 中 地 位 不
利、个人素质能力低下和市场
经济竞争机制作用，难以平等
参 与“ 三 化 ”过 程 、公 平 分 享

“三化”成果，陷入了相对贫困
状态。进入新世纪后，浙江率
先建立健全以“低保”为基础
的社会救助制度，对绝对贫困
人 口 及 其 边 缘 人 口 实 行 社 会
救助，以“给钱给物”为主要形
式，保障和提高他们的基本生
活。同时，围绕让扶贫对象平
等参与“三化”进程、公平分享

“三化”成果，不断拓展扶贫内
容，着力创新扶贫方式，对扶
贫对象全面实施产业开发、基
础设施、异地搬迁、培训就业、
公共服务、金融支持、区域协
作、结对帮扶等扶贫举措，着
力提高扶贫对象融入“三化”
能力，不断改善扶贫对象融入

“三化”环境，尽最大可能让扶
贫对象融入“三化”。

近年来，一大批国内外扶
贫领域的专家纷纷表示，浙江
已经有效避免了工业化、城市
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
化陷阱”，走出一条不同区域、
不同人群全面包容的包容性发
展的道路。

（作者系知名三农问题专家）

扶贫开发应与时俱进

图为常山县低收入农户在家门口通过来料加工实现就业。

人民日报记者 顾春

房地产业遭遇“寒冬”以来，在
不少地方，企业深陷资金泥淖，经济
上行压力较大。然而，浙江的山区
县新昌却处变不惊：225 家规模以上
企业，没有一家发生资金链风险，不
良资产率不到 0.5% ；研发经费占
GDP 的 3.82％ ，新 产 品 产 值 率
50.3％，居全省第二；发明专利人均
拥有量全省第一。奇迹是如何发生

的？关键是新昌人能够抵住“快钱”
诱惑，专心发展实业。

在土地财政飘红的那些年，新
昌政府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始终
支持企业发展实体经济，从不鼓励
企业竞拍土地，还把城区价值7亿多
元的商住土地建成 500 亩科创核心
区。多年来，新昌的企业把心思全
放在实业上。龙头企业“浙江医
药”，20 多年来没有投资过一笔房
产，去年10亿元利润，全部来自主产

业。这使得当地房价一直低于邻
县，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也为此减
少，但制造业却枝繁叶茂。

“我们 4 个人，拿着 50 万元起
步，没一个人去跟政府打过交道。
科技局发现我们是个苗子企业，就
主动上门，一指导我们才明白，申请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需要认证 3 年。
没有他们帮助，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起码晚 3 年！”浙江康立自控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徐康平充满感激：“我

们可以享受高新企业退税，这也是
政府主动通知的！为了熟悉软件企
业退税业务，政府税务部门还专门
去杭州学习。”据了解，很多地方取
消了高新企业所得税减免，新昌却
坚持不含糊。每年免税3个多亿元，
相当于1/10地方财政收入。

专注实业后，企业发现“风景这
边独好”。专注于制冷产品研制的三
花集团转型升级后，每年都有30%以
上增长。“只要立足主业，市场机会就

能不断出现，产业生命力一直旺盛。”
三花控股集团总裁张亚波说。“新昌
创业氛围好，企业家聚在一起，就是
探讨实体经济。”万丰奥特控股集团
董事长陈爱莲说，企业之间，不比规
模、享受，而是比创新，比实验室，比
人才，比国际化收购兼并。

企业的猛进带来公共平台不断出
现：轴承机械监测中心是国家机械总
局在县市设立的第一家，财政投资
4000 万元，光今年就监测了 2800 多
批；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投入2亿元
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监测平台
还向社会开放；眼下，工业设计院、会
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与发展相
关的公共服务机构正在加紧引进⋯⋯

这样一批冷对“快钱”诱惑、耐得

住寂寞的企业家，促成了新昌县工业
经济质的提升。“浙江医药”去年获浙
江科技创新能力百强企业第一位；今
年以来，新昌申请发明专利量全省居
首；近两年来，至少7家企业推进海外
并购重组，涉及交易金额超过 28 亿
元，现在境外研发机构已设9家，一步
进入全球产业链最顶端。

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新昌的
企业不惜血本“抢人才”。“泰坦纺
织”引进绍兴市首位外籍院士；“三
花”董事长腾出价值数千万元的别
墅，让给美国专家入住；“浙江医药”
等企业鼓励员工升学深造，学费全
报，还发补贴，每年学费支付上千万
元，读完后员工“来去自由”。

（原载10月1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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