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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约河南省非贫困县全面脱贫的主要因素

（一）客观环境制约脱贫

第一，非贫困县部分村落自然条件恶劣。第二，

非贫困县部分村落基础设施依然薄弱。

（二）扶贫对象个人禀赋不足不利脱贫

第一，非贫困县部分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不

足。一是非贫困县部分贫困人口参与脱贫的主动性

不高。二是非贫困县部分贫困人口“等、靠、要”思想

严重，缺乏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第二，非贫困县部

分贫困人口个人素质不高。一是部分贫困人口生产

技能较弱。二是部分贫困人口接受新观念的水平比

较滞后。

（三）扶贫工作执行不力影响脱贫

第一，对非贫困县全面脱贫重视不够。第二，全

面脱贫举措的精准度有待提高。第三，稳定脱贫长

效机制探索不够。

二、河南省非贫困县全面脱贫基本思路

（一）非贫困县全面脱贫应更加注重扶贫政策的

针对性

非贫困县离散型贫困的治理需要因村而异，因

户而异。对于有产业基础的村落，扶贫政策应以产

业支持为主；对于基础设施较差的村落，扶贫政策应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要切实为其找到发展出路；对于精神贫困的贫困人

口，要切实防止其对相关扶贫政策的依赖性。要实

现非贫困县全面脱贫，精神扶贫是更为重要的方

面。贫困户要克服“等、靠、要”的思想，由“要我脱

贫”升级为“我要脱贫”，依靠自己的劳动主动实现脱

贫。非贫困县职能部门也要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更

加注重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农村贫困人

口的创造精神，坚定其脱贫致富信心。

（二）非贫困县全面脱贫应更加注重扶贫手段的

多样性

较贫困县而言，非贫困县贫困人口的贫困成因

更加多样，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解

决。在产业扶贫方面，不断创新产业扶贫的形式，如

政企联动、产业联创、设施联建等，多种政策手段，分

类指导，精准发力。在兜底扶贫方面，主要针对因病

致贫、因残致贫等类型的失能贫困人口；在智力扶贫

方面，主要针对农村劳动技能欠缺的贫困人口。对

于部分非贫困县贫困人口来说，扶贫要先“输血”，要

通过调查，精准识别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完善兜底

措施，在低保、医保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扶持。但是

对大部分非贫困县贫困户来说，主要是改变贫困人

口的思想观念，坚持提升其内生力，立足本地资源，

发挥自身优势，增强其脱贫致富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提升其脱贫致富的技能水平。

（三）非贫困县全面脱贫应更加注重扶贫效果的

稳定性

由于贫困成因的差异性较大，非贫困县稳定脱

贫、防止返贫的挑战更加艰巨。要防止返贫，必须做

到稳定脱贫。一是稳定产业扶贫效果。发展产业扶

贫要真正实现贫困农户与现代产业的有机结合，坚

持项目发展的本土化和长远性，推进农业与其他产

业的深度融合，实现持续稳定的脱贫效果。二是稳

定贫困人口就业。稳定就业是稳定脱贫的重要内

容。要积极组织贫困户参加技能培训，鼓励农民工

返乡创业、当地人就地创业，拓宽就业渠道，稳定贫

困人口收入。三是稳定相关扶贫政策。扶贫不是搞

运动，脱贫政策的持续性是稳定脱贫、防止返贫的关

键，对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不

能减小，更不能随意舍弃，切实巩固扶贫成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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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相关兜底扶贫政策，直接关系到贫困人口的生活

水平，更是不能打丝毫折扣，还要不断完善农村低保

制度及相关兜底扶贫政策。

三、河南省非贫困县全面脱贫优化策略

（一）针对客观环境制约，要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对非贫困县中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较差的村

落，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尤其是大力完善农村道路、电力、广电、饮

水、学校、医疗等基础设施。省级或市级政府也可以

设立非贫困县扶贫产业发展基金，纳入财政预算，解

决部分非贫困县基础设施投资紧张的问题，从基础

建设上保障非贫困县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另外，要

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把产业扶贫作为日常工作，当成

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要加快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构

建利益共享机制，加强对贫困户主体的培育和支持

力度，持续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拓宽

非贫困县基础设施投资来源。

（二）针对扶贫对象个体因素制约，扶贫手段要

向非收入转变

对于非贫困县离散型贫困来说，要改变传统的

以直接财政投入为主的扶贫方式，把扶贫重点转向

非收入领域。一是重视解决精神贫困问题。建立长

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避免简单的给钱给物扶贫

方式，增强贫困户的获得感，形成劳动光荣的好风

气；积极推广精神扶贫新模式，如四川省的“村民积

分制管理”，甘肃省的“两户见面会”制度等做法。二

是完善疾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防止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适当加大对非贫困县贫困人口医疗救助的

财政投入规模，对贫困户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

助，确保全面实现基本医疗保障。积极探索可持续

的大病筹资机制，不断提高大病风险防控能力。三

是全面提升非贫困县贫困人口技能培训水平。要积

极创新培训机制，建立多样化培训体系，针对不同贫

困类型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要持续创新培训方式，针对具体的需求，开

展短期技能培训、定制培训、异地培训等。培训内容

要紧紧围绕实际问题，突出共性问题，解决个性问

题，致力于提升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创业能力、专

业技能等。

（三）针对扶贫工作执行不力问题，要积极探索

非贫困县扶贫的长效机制

第一，加大对非贫困县扶贫考核的力度。对于

非贫困县而言，要实现全面脱贫有必要建立常规性

的扶贫机制，将扶贫工作纳入政府的日常职责之

中。一要强化脱贫主体责任落实，完善脱贫攻坚责

任制，将非收入扶贫手段纳入相关考核体系，确保非

贫困县相关责任人真正把精力用到脱贫攻坚上来，

推动各种脱贫政策落地生根。严格考核检查，省市

相关部门要更加关注非贫困县的脱贫攻坚，加大检

查力度，及时发现纠正可能存在的问题。二要注重

扶贫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大力开展扶贫干部教育

培训，提升针对离散型贫困人口的扶贫专家组服务

能力，扩大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针对性；实施大学

生志愿服务团、博士服务团、金融干部挂职等项目，

培育长效性的扶贫开发全、兼职人才。三要统筹贫

困县与非贫困县脱贫进度。有条件的非贫困县脱贫

工作要与贫困县的脱贫工作统筹安排，同步推进。

第二，切实提高脱贫攻坚精准度。对于非贫困

县的全面脱贫工作而言，提高脱贫的精准度无疑是解

决离散型贫困的基础。要进一步摸查排查，持续完善

建档立卡，加大复核力度，严把贫困入门关和脱贫退

出关，防止出现错进、未进、早退、错退现象，提高扶贫

准入和退出的精准率。针对每一个贫困家庭采取针

对性的帮扶措施，是非贫困县扶贫治理的重要方向。

第三，要更加关注脱贫攻坚的效果。一是全面

提升非贫困县项目实施水平。要充分挖掘本地资源

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发扶贫项目，就地解决贫困人口，

并让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升相应的能力。二是加

大教育扶贫力度。教育扶贫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贫困

的代际传递问题，实现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持续

提升。要完善教育扶贫的长效机制，加大财政资源向

教育的倾斜力度，不断提升非贫困县贫困人口的受教

育程度。提升职业教育水平，为当地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提供智力支持，稳固脱贫攻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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