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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 贫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将扶
贫开发工作摆到更加重要、更为突出的位置，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加大扶贫力度，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

 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等7部门联合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明确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
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为科学扶贫奠定坚实基础。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到2020年，确
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有序摘帽，832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解决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2017年3月，财政部、农业部等六部委印发《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央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使用与管理，把资金使用与建档立卡结果相衔接，与脱贫成效相挂钩，切实使资金惠及贫困人口。

 国家每年都加大扶贫力度，但有的个别地区却越扶越贫，一些贫困户把扶贫当做了一种福利，产生了等靠要的思想
。如何变“你来扶贫”为“我要脱贫”，变“要我发展”为“我要发展”成为了我国现阶段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难题
。

 秸秆综合利用

 2013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加强秸秆禁烧管理，促进秸
秆综合利用。

 2015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进一步加大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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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烧的工作力度。

 2016年，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解决农作物秸秆乱烧问
题的有关讲话精神，今年财政部通过整合和调整增加预算安排10亿元资金，会同农业部围绕加快构建环京津冀生态一
体化屏障的重点区域，选择农作物秸秆焚烧问题较为突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
、山东、河南10个省(自治区，以下简称试点省)开展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试点。

 2016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印发编制“十三五”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指
导意见》，要求各省依据各自资源禀赋、利用现状和发展潜力编制“十三五”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明确秸秆开发
利用方向和总体目标，统筹安排好秸秆综合利用建设内容，完善各项配套政策，破解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和难点问题，
力争到2020年在全国建立较完善的秸秆还田、收集、储存、运输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可
持续运行的综合利用格局，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

 扶贫和秸秆综合利用以及成为地方政府的两大难题，而且两者具有非常高的相似性，都存在简单粗暴的治疗方法，
扶贫以补助为主，秸秆以强制还田为主，都是饮鸩止渴，如何解决这两大难题，有没有可能将两者进行关联解决？会
不会起到1+1>2的效果？

 1+1>2

 大多数的贫困地区，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业生产基本能解决吃饭的问题，但解决不了衣、住、行及医疗、教
育等问题。但农业地区因为生产粮食，就会有秸秆等生物质资源，我们只关注粮食而忽视了秸秆资源，这几乎是一个
全国性问题。对农村问题有深刻研究的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尹成杰在其《捡回另一半农业》一书中所述：“忽视了秸
秆的综合利用，等于丢掉了另一半农业。事实上，只要把农业县生产的粮食、生物质等资源禀赋很好地利用起来，形
成产业化，至少会增加一半以上的收入。”一语中的指出了忽视秸秆资源产生的严重后果。

 实现贫困地区的秸秆综合利用和产业化可以带来多重效应：一是，优化资源禀赋结构，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促进农
民增收；二是，提高农民农牧副业生产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三是，吸引产业化龙头企业入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及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四是，增加农民家庭就业，可用秸秆置换相应的生产资料，减少现金支出；五是，优化能源结
构，促进生态发展，增加原生态乡村旅游的吸引力。

 扶贫需要产业化项目，贫困地区大都是农业县，搞工业化项目是不现实或难度较大的，但以秸秆产业化企业为龙头
却是“拾起来的财富”。生产秸秆有机肥、秸秆炭、秸秆工艺品、秸秆基质种植食用菌等，鼓励农民以秸秆置换生产
资料，种植特色经济作物如果品、蔬菜及发展畜牧业，让秸秆进入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便捷
路径，也是不可替代的优势，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可复制的致富模式。

 实现秸秆产业化，最需要的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农民合作社及农民积极参与。各地方政府要积极探索企业+经纪人
+农户的秸秆收贮运体系建设，提高秸秆收贮能力，并给予优惠政策，引入社会资本和扶贫基金进入秸秆产业化，如
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基料化和燃料化等“五料化”，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这应该是对“三农”问题有
深刻理解的人士的共识。

 有专家认为：秸秆被用来生产生物饲料、食用菌以及秸秆和粪水生产有机肥是可持续发展农业的首选。因为秸秆作
为光合作用的产物，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等组成，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畜牧业使用的饲料、种植业使用肥料、基
料以及用来造纸、燃料等方面。如果秸秆被用作基料，它可以用来生产金针菇、木耳等食用菌类，食用菌的残渣又可
以被利用作为猪饲料来养猪，这样的猪排出的粪便又是很好的有机肥料，用来种植有机农作物，供人食用，产生的秸
秆再进入新的循环中。理想的秸秆利用链条模式是：秸秆—食用菌(也可跳过此环节)—发酵饲料—有机肥—农作物(
产生秸秆)，这个循环中，每一个环节都能为下一个环节提供原料，并帮助下游产品实现增值，也是为这个产业链中
从业人员增收。

 在农业的广阔天地里，精准扶贫、秸秆综合利用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当下，秸秆综合利用和产业化已有成
熟模式，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的主要原因就有缺乏系统的扶持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的决心政府已经有了，只是缺乏有
效的实施途径，两者的结合能够实现双赢，就可以打通秸秆综合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在1+1>2的模式下，秸秆综合利
用和精准扶贫必将大放异彩。（任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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