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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脱贫要当先锋！”当扶贫攻坚的
号角声日益响亮，大别山革命老区信阳正
奔涌着一股脱贫热潮：

市领导入乡镇进贫困村，把脉会诊
找穷根；“第一书记”蹲点入户，问民意
解民困；企业入驻乡村，筹划“一对一”

脱贫项目； 冬闲人不闲的农户搞养殖、

种大棚，干劲十足奔小康……

作为革命老区，信阳是大别山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 近年来全市的贫困人
口、贫困村均占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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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扶贫难
度之大居全省前列。

面对困难与挑战， 信阳立下愚公
志，以精准扶贫为核心，创新体制机制，

探索实践了劳务输出培训、 产业扶贫、

整村推进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的新
方法， 扶贫开发成效显著。“十二五”期
间，全市

64.3

万人甩掉“穷帽”换“新装”。

念好“准字经” 目标更明确
贫困面大、程度深、任务重，信阳经

过多年的减贫，如今剩下的都是“硬骨
头”，怎样办？

“我们一定要突出精准， 有针对性
地做好扶贫开发工作， 实行责任制，集
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5

年来，“精准” 二字贯穿信阳扶贫
开发工作始终、纵深推进。

从“粗识”到“精准识别”。信阳以县为
单位，依照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
别、动态管理的原则，建立精准识贫机制，

开展贫困村和贫困户识别认定、建档立卡
工作，初步摸清了全市贫困人口底数。

2015

年信阳主动明确贫困人口、贫
困户、贫困村的帮扶机制，出台了《河南
省信阳市扶贫开发综合改革试验实施
方案（试行）》，要求扶贫对象精准明确、

资金精准使用、 特殊群体精准帮扶、贫
困户精准脱贫、贫困村精准开发，使各
项帮扶措施及落实情况更清晰。

从“漫灌”到“精细滴灌”，全市启动
落实贫困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全覆盖，为贫困群众“量身定做”个性化

扶贫措施，做到一户一策，因人因地施
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

自
2011

年起，共向
1033

个贫困村派驻扶
贫帮扶工作队，信阳实现了对贫困村驻
村帮扶工作全覆盖；

2015

年市直单位再
次选派

121

名“第一书记”作为脱贫攻坚
一线的先锋官。

在光山县凉亭乡石盘冲村，“第一
书记”曾凡平到村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与
村干部一起，跑遍全村

15

个村民组进行
调查， 逐户逐人重新梳理出贫困户、贫
困人口情况。

“精准扶贫首先要做到扶贫对象准
确无误， 全村

259

户贫困户都必须入户
详细调查。”曾凡平说，只有摸清情况，

实行一户一策，才能对症下药。

村民官右兵一家
7

口人因病致贫，

在村干部的帮扶下，介绍他到本村的新
发水产养殖合作社养鱼，现在年薪可达
3

万元；徐湾、郑湾、官湾等村民组，山
地、荒坡地较多，不少村民会种茶制茶，

于是规划新建无公害茶园
560

亩， 并成
立了石盘冲村扶民专业合作社……

因精准施策， 越来越多的信阳农
民，跟石盘冲村的村民一样，生活有了
奔头。数据显示，信阳农民人均纯收入
由

2011

年的
6365

元提高到
2015

年的
9900

元，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
进一步缩小。

2015

年信阳毅然拿出脱贫攻坚的
路线图和时间图：

新县、光山县、潢川县
2017

年实现
整体脱贫；商城县、罗山县、息县在

2018

年实现整体脱贫；淮滨县、河区、平桥
区
2019

年实现整体脱贫。在贫困人口脱
贫上主要体现为稳定实现“两不愁、三
保障”， 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抓“雨露计划” 扶贫先扶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信阳是

全国著名的劳务输出大市，也是“雨露
计划”的发源地。

开展精准扶贫以来，依托信阳“农
民大学”和“雨露计划”， 信阳实施就业

扶贫，提升贫困家庭脱贫能力，提升贫困
人口的技能水平， 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
区农民命运，实现了“扶贫先扶智、富民
先富脑”。

不久前，从光山县电子商务孵化基
地传来喜讯：

2015

年光山县网销各类产
品收入近

20

亿元，从事电商的贫困人口
年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带动了
106

个
贫困村、

4800

余户贫困户、

7300

名贫困
人口脱贫。

2014

年以来，光山县已举办电商培
训班

29

期，培训学员
6000

多人次，其中
专门针对残疾人、 贫困人口举办

4

期培
训班，培训贫困人口

500

多人，很多成为
电商专才。

这是信阳实施转移就业扶贫的一
个缩影。“一次培训，长期受益，一人务
工，全家脱贫。”据统计，

2011

年至
2014

年，信阳共培训贫困劳动力
9.02

万人，其
中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

5.3

万人，转移就
业
5.04

万人。经培训就业的贫困农民收入
比不参加培训的收入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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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2014

年
以来， 信阳通过就业扶持使

28.7

万人稳定
脱贫，占脱贫人口的

55%

。

农民增收致富的同时， 信阳还形成
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劳务品牌。新县、

平桥的涉外劳务，平桥的建筑，息县的保
安，商城的烹饪，潢川的园艺，光山的充
绒、羽绒服装裁剪制作，淮滨的电焊等，

都已在国内外市场叫响。

2013

年，信阳涉
外职业技术学院被国家扶贫办确定为
“全国出国劳务扶贫培训示范基地”。

与此同时，结合工业化和农业现代
化进程， 信阳推动贫困人口外出务工、

到产业集聚区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
业。据统计，目前全市出国务工人员

2

万
多人，年创外汇

7100

多万美元，占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

27.2%

； 产业集聚区提供
30

余万个就业岗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帮助农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兴特色产业延伸致富路
二、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非农产

业增收渠道不够广，成为信阳贫困程度
深的一个重要原因。立足资源优势和产

业基础， 因地制宜扶持发展特色产业，

是信阳帮助贫困群众脱贫的又一途径。

临近春节，在商城县河凤桥乡赵棚
村，村民盛启学正在自家大棚里采摘香
菇。“可别小看了这小菌菇，它可真帮俺
致富呢！去年我租了一个菌棚，一年下
来净赚了

4

万多块钱！” 盛启学边干活，

边算了一笔账。

一年前，盛启学还是村里有名的贫
困户，让他看到脱贫希望的是村里日益
兴起的香菇种植产业。在“企业、合作
社、社员”三位一体合作发展模式的促
进下，不少像盛启学一样的贫困户开始
租菇棚，平均种植

1

万袋至
3

万袋，每年
的纯收入

3

万元至
5

万元，村民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

如今，围绕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根据
当地自然禀赋和区域特点，信阳的“扶贫
特色产业”已枝繁叶茂，形成了茶叶、茶
油、华英鸭、花木、生猪、粮油、水产等“七
大产业树”，扶贫带动效应日益凸显。

在新县， 箭厂河乡仁畈村扶贫合作
社依托当地养殖龙头企业———金兰牧业
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了民富淮南猪养殖
扶贫合作社，整合扶贫到户项目资金，以
公积金形式用于合作社日常生产经营。

目前，已有
113

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

在罗山县，青山镇王岗村结合区域
实际，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充分发挥千
亩桃花园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群众积
极发展生态种植， 打造全镇典型果园
村、生态村。目前全村已有

100

多户种植
桃树近千亩，人均增收近

5000

元。

……

特色产业在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
同时，也壮大了一批企业。黄国粮业股
份有限公司根据潢川县扶贫开发工作
精神，创建了“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经营
模式，从种子供应、技术指导、收购一条
龙作业，现已成长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水
磨糯米粉生产龙头企业，

2014

年
11

月在
“新三板”成功上市。

同时，针对农业经营规模小、组织化
程度低、劳动能力弱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等问题， 全市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家庭农场快速发展。目前，全市经工
商部门注册的家庭农场达到

1396

家，各
类合作社总数达到

7255

家， 涌现一批科
技水平高、 经济效益好的示范性家庭农
场，已建成农业产业化集群

28

个。

五年回望， 成效显著。“十三五”期
间， 信阳脱贫奔小康的任务更显艰巨，

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已经打响，蓬勃的希
望已从大别山下孕育升腾。 下一个五
年，且看老区奔小康。

●

关键词：精准扶贫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
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扶
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

切忌喊口号， 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
标。 信阳以精准扶贫为核心，“十二五”

期间全市已实现
64.3

万贫困人口脱贫。

●

关键词：特色产业扶贫
信阳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

因地制宜扶持发展特色产业， 走“农
户
+

基地
+

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

联动发展、共同致富的路子。目前，全
市已形成茶叶、茶油、华英鸭、花木、生
猪、粮油、水产等七大扶贫特色产业。

●

关键词：转移就业扶贫
全市依托信阳“农民大学”和“雨

露计划”，提升贫困人口的技能水平，

实现“扶贫先扶智”；结合工业化和农
业现代化进程，推动贫困人口外出务
工、到产业集聚区或者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就业。

扶贫攻坚誓获全胜

———年头岁尾聚焦信阳系列报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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