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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 年以来）

2001 年，国家第一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

2011）》。围绕基本解决温饱和稳定解决温饱两大工作目标，

强化以工代赈、整村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培训转移、

产业化扶贫五大重点 , 加大对口帮扶和社会扶助力度。在积极

落实财政扶贫政策为主的扶贫开发方针的同时，还先后实施了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教育“一费制”“两免一补”、“退

耕还林”、“新农合”、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农村税费改革等

主要政策。2011年，国家第二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

2020 年）》提出了未来十年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到 2020 年，

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和住房。”的多元目标，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时期扶贫开

发主战场。2013 年，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实施“1236”扶贫攻

坚行动的重大决策。甘肃扶贫开发工作以国定“三大片区”58

个片区县为主战场，统筹17个插花县，以“联村联户、为民富民”

行动和“扶贫攻坚”行动为契机，以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

会扶贫为支撑，大力实施片区基本条件改善项目，大力扶持优

势增收产业发展，大力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劳务就业创收，

扶贫工作呈现出重点攻坚、整体提速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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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   新起点   新征途

白  雯

从美丽中国的版图端详，哑铃状的甘肃镶嵌在祖国大陆的内地，这

片辽阔的土地处于黄河上游，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发祥

地之一。

甘肃省土地面积45.4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628 万。全省设14个市州，

86 个县市区，有 45 个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甘肃人口 70% 以上是农民，70% 的农村又属于干旱、半干旱等自然

条件差、自然灾害频发、农业效益低的山区。贫困，成为甘肃人最沉重

的话题，消灭贫困，也成为陇原儿女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甘肃有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43 个，省定重点县3 个，“三西”县6 个，

重点县和肩负扶贫任务的县、市、区达70 个，占全省86 个县市区的84 ％。

在过去的 30 年里，特别是近十年来，在中央的关怀下，在省委、省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贫困人口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200 多万人，于 20 世纪末减少 68 万人，全省有 1000

多万人告别贫困过上了较富裕的生活。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实施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

扶贫开发。甘肃省的定西、河西两地区是“三西”建设中的“两西”，

从这个时候起，甘肃的大规模农村扶贫工作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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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实施了《（2001—201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甘肃作为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扶贫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大，

广大干部群众在扶贫攻坚的征途上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甘肃的扶贫开发工作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输血到造血、

由缓慢前行到快速突破的艰难过程，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人们踏出了

一条符合甘肃实际的扶贫开发之路。

甘肃“整村推进，两后生培训，劳务输出”等扶贫开发的做法得到

国扶办的肯定和表扬，并在全国宣传推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甘肃扶贫开发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都倾注了干部群众的心血和汗

水，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甘肃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已经载入史册；

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中国和世界消除贫困贡献了积极的力量，提供了值

得借鉴的经验。

甘肃是一个扶贫工作的大省，在艰难的扶贫开发道路上完善扶贫政

策，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扶贫措施，加快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步伐，

推动了甘肃乃至全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深入开展。

“十一五”期间，甘肃以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增加贫困农

牧民收入为核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省扶贫开发成效不断显现。

截止 2010 年，各类扶贫资金投入累计达到 135.1 亿元，其中：中央

财政扶贫资金 47.26 亿元，“三西”资金 8.98 亿元，以工代赈资金 27.06 

亿元，天津对口帮扶资金 0 .9 亿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2 亿元，省级财

政配套资金 5.38 亿元。“十一五”确定的扶贫开发各项任务目标全面或

超额完成。

这五年，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全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241 万人，农

村贫困人口由 504 万人减少到 348.8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24.2％下降到

16.7% ，下降了 7. 6 个百分点。

这五年，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围绕实施农民增收“六大行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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