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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纪检、组织、检察以及行业扶贫

部门出台27项配套文件。

在脱贫攻坚中，云南省不断加大

资金投入和管理。“实行简政放权和

‘四到县’改革，在88个贫困县全面

启动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加

强资金绩效管理和竞争性分配，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全部切块下达到县，项

目不再由省级审批。”云南省扶贫开

发办公室相关处室负责人告诉记者，

云南省还充分运用金融杠杆，多渠道

增加脱贫攻坚投入，发放扶贫小额贷

款92亿元、扶贫再贷款36.18亿元，让

28.1万贫困户直接受益。

同时，云南省多管齐下整合各界

力量和资源，形成扶贫工作的强大合

力。据悉，目前已有49家中央国家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组织1583人次深入到

帮扶县考察调研，直接投入资金4.4

亿元，帮助贫困地区引进资金28.87

亿元、项目216个，选派120名干部赴

定点扶贫县挂职或到贫困村任第一书

记。全省17896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挂联88个贫困县、挂包4277个贫困

村，63.4万名干部职工挂帮159万户贫

困户，组建驻村扶贫工作队6770支，

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员37979名，实现

了“挂包帮”定点扶

贫全覆盖。

为 了 打 赢 “ 直

过民族”、人口较少

民族的扶贫攻坚战，

云南省先后与三峡集

团、华能集团、大唐

集团、云南中烟工业

公司、云南烟草专卖

局（公司）5家企业

集团签订帮扶协议，

分年度投入帮扶资金

64.5亿元，已到位资

金1 5 . 5亿元，创新

了“一个民族一个行

动计划、一个集团帮

扶”的攻坚模式。

对症下药 多措并举促脱贫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走

进宾川县天子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葡萄

种植基地，套种的香葱长势旺盛。建

档立卡户杨高宝正在基地里忙碌着。

“2016年7月我就到基地上班，现在除

了每个月有工资领外，年底还有公司

的分红。”杨高宝说。

宾川县是全省第一批12个脱贫摘

帽县之一，该县结合当地实际，采取

农户直接投资机制和农户间接投资机

制，走出了产业扶贫的新路子。2016

年，全县共有17家企业（合作组织）

申贷信贷产业扶贫贴息贷款1.89亿

元，认定帮扶带动贫困户3680户，扶

持贫困户帮扶资金1177.6万元。

在扶贫攻坚中，云南省围绕“村

有特色产业、户有增收项目”，强化

“企业+基层组织+合作组织+贫困户”

产业扶贫模式和贫困户利益联结机

制，推动形成产业特色化、农业现代

化、收入多元化格局。全省成立农林

专业合作社近5000家，有省级示范社

520家，贫困群众组织化程度和对接市

场能力大幅提高。电商扶贫、光伏扶

贫、旅游扶贫扎实推进，近30万户贫

困群众直接受益。

“对于贫困地区、贫困家庭来

说，致贫原因各有不同，云南实事求

是确定扶贫对象，因地制宜落实扶贫

措施。”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说。据悉，为了激活贫困地区、贫

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全省还因地制宜

采取易地扶贫搬迁、劳务协作、教育

扶贫、保障兜底、生态文明脱贫等措

施，确保精准扶贫扶到“点”上、扶

到“根”上。

目前，全省已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18.05万户、67.73万人，完成投资

239.25亿元，安置住房竣工72139套、

入住20805套，实施产业扶贫70173

户，就业技能培训132026人，劳务输

出49296人。

同时，还采取订单、定向、定岗

的方式，先后与北京、广东、上海、福

建、江苏、浙江等6个省市区建立劳务

输出对接长效机制，设立“云南外出务

工人员服务点”18个，完成新增转移就

业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15万人。

此外，通过实施教育扶贫、保障

兜底扶贫、生态文明脱贫，让不少贫

困群众获得实惠。全省12.46万人得到

学前教育资助，14.85万名家庭经济

困难普通高中学生获准免除学杂费，

73.52万人次享受中等职业教育助学金

和免学费政策。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完成高校定向招生5117人。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寄宿生生活

补助实现两个“全覆盖”，490万名学

生直接受益；全省151.34万贫困人口

享受低保扶持，平均保障标准提高到

2787元，12个计划摘帽县提高到3100

元、率先实现“两线合一”；完成贫

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调查，将

22个病种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

围，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8%以上，12个

计划摘帽县贫困人口全部得到每人70

元的参合资助。

本刊记者 杨旭东 ■

宾川县建档立卡贫困户杨高宝在合作社基地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