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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群众甘于贫困吗？

内生动力不足成头疼事，干部也有责任

现年 46岁的肖友华，是湖南省祁阳县茅
竹镇三家村村民。曾经，村干部提起他的名
字就头疼——因家境贫困，从小没读过几天
书的肖友华生活得过且过、无所事事。
“在扶贫一线，我遇到像肖友华这样的

情况还不少。”湖南省永州市扶贫办副主任
蒋博生无奈地说，如果是村里基础设施不
好，我们可以争取扶贫资金帮助完善；如果
没有相关产业，我们可以帮助联系发展项
目。然而，内在因素是根本的，脱贫终究要
靠群众自身努力。

无独有偶。记者也听一位同事聊到类似
事情：村里安排一名群众为合作社放羊，月工
资 2000 元。这位群众嫌放羊太脏太累，以
“合作社不允许请假”为由辞了工作。后来，
村里又安排他到一家工地上拉砖砌墙，他还
是不满意，理由是：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受累。
“怕列入脱贫名单后政府扶持减少”

“有儿有女不如有政府的保障卡”“不脱贫
就有人来慰问”……在湖南江华、醴陵和江
西兴国、于都等地，记者也听到一些村民的
类似说法。对此，很多干部坦言，少数群众
缺乏自我脱贫的决心和行动，让他们很困
惑。显然，内生动力不足已成基层干部“头
疼之事”。

为什么内生动力不足？群众真的甘于
贫困吗？围绕这类问题，祁阳县委书记周新
辉做过专门调研。他分析说，有的群众受传
统思想影响安于现状，担心参与脱贫产业可

能面临较大的风险，积极性不高；也有的群
众因信心不足产生“等等看”的观望心理，观
望国家政策是否能落实、是否能带来实惠；
还有的群众心里想着脱贫致富，但因缺本
钱、没门路、不懂技术，自我认定脱贫无望而
放弃，等等。
“当然，不能把责任全推给群众，个别地

方扶贫举措、工作方法等也存在不足。”周新
辉说，基层干部为群众脱贫做了很大努力，
但也有少数干部存在扶贫走过场的问题。
他认为，帮扶的过程太虚，会直接挫伤群众
脱贫积极性。

内生动力从哪里来？

既要解“思想扣子”，也要找致富路子

“一个人只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就能
向脱贫目标一步步迈进。”如今，在各级干部
教育和帮扶下，重拾信心并掌握种养殖技术
的肖友华，在承包的 40多亩山地上种上了大
片西瓜，还养了 600多只土鸡，年收入 4万多
元，已实现稳定脱贫。

听了记者讲述肖友华的故事，赣州军分
区政治工作处干事李超也分享了自己的“扶
贫遭遇”——

3年前，为帮助兴国县长冈乡群众脱贫，
他们引进了光伏发电项目。结果，群众参与
积极性却不高。原因是，很多人觉得“把手
头的钱投到一个没有着落的项目上，心里不
踏实”。为此，他们不得不走村串巷做宣传
解释工作，并协调银行为群众办理免息小额
贷款。即便如此，依然有个别群众因担心信
贷风险而放弃。项目搞起来后，很多群众坐

在家里就能拿分红，曾经不愿参与的群众也
主动找了过来。
“事实说明，调动群众积极性既要解‘思

想扣子’，也要找致富路子。”李超打了个比
喻说，思想问题好比一条铁链，若想让群众
产生冲破铁链的冲动，关键要有致富门路，
并让他们尝到脱贫甜头。
“养殖鸽子让我建了新房、买了车，过上

了新生活。”致富之星郭师傅，多次在村里扶
贫讲堂上讲述自己的脱贫故事。在湖南祁
阳，很多村里都有这样的讲堂，每月一次的
“脱贫故事会”是一个特色内容。

以群体压力激发内生动力，这是祁阳
的做法。这几年，该县在扶贫中倡导“工作
村为主”，以基层党支部为主导开展致富之
星、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并定期举办
“脱贫故事会”，让先进分子上台分享致富
经验。
“一个个故事，记录着村民的奋斗足迹，

也传递着脱贫的骄傲和信心。”63岁的老兵肖
学年，在家做花卉生意。他说，身边的榜样不
但让村民信服，而且利于形成竞比氛围，以大
伙的群体压力促动贫困群众干起来。

脱贫之后往哪里走？

扶技与扶业双管齐下，助群众持续脱贫

“到基地干活一天工钱 70元，补贴家用
没问题。”言谈中可以看出，72岁的周玉妹对
家门口的这个工作很满意。在湖南省江华
县白芒营镇，很多缺少收入来源的留守老人
跟她一样，得空都到果品生产基地干活。

2016年，当地引进广西一家公司建起万

亩果品生产基地。起初，该公司从农民手中
流转 6000多亩土地，种植上了柑橘。去年，
共发放流转土地租金 120 万元，吸纳 418 名
人员在基地务工，其中贫困人口 108名。未
来，该基地将打造成综合产业园，每年可提
供1000多个就业岗位和 1.5万个临时用工。

脱贫攻坚，产业是支撑。记者调研发现，
为帮群众实现可持续脱贫，很多地方都把引
进项目、兴办产业作为第一选择。比如，为拓
宽群众致富门路，瑞金市凤岗村成立了“廖奶
奶咸鸭蛋”专业合作社，靠“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方式确保产品销路无忧，通过“借鸭生
蛋”助群众增收；赣州军分区专门为兴国县长
冈乡协调引进了长毛兔养殖产业，这几天相
关企业已与当地签下合作协议。
“脱贫需要产业支撑，而对于群众来说，

还需要自身过硬、有真本领。”江华县白芒
营镇骥马塘村村民黄明德是位退伍军人，
2015年，他和战友一起流转 800亩土地搞起
了水果种植，带动百余人就业。他说，发展
产业对于解决群众收入问题确实起到积极
作用，但要持续脱贫甚至实现致富梦，还得
让群众掌握实用技术，使其强大起来才是
最根本的。

其实，很多地方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也在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在湖南醴
陵，当地政府在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
校开设了“自强班”，专门招收建档立卡的贫
困家庭学生，教学陶瓷设计、电子商务、种养
殖技术等实用课程。
“孩子是家长的未来！”该校副校长王茹

辉说，将扶贫和技能培训结合起来，不但让
贫困家庭孩子掌握了致富本领、解决出路问
题，还让其父母看到希望、提振脱贫信心，可
谓一举两得！

内生动力：贫困地区脱贫最强动能
—湘赣两地提升群众自我发展能力观察与思考

■本报记者 侯 磊 中国国防报记者 许 江

民胞物与，念兹在兹；民生冷暖，殷
殷关切。

2017 年 6 月 23 日，习主席在山西
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座谈会强调，要坚持扶贫同扶智、扶志
相结合，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重提高贫
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

拔穷根、改穷相、换穷貌，扶贫是一
场来不得半点含糊的硬仗。然而，穷根
不单在口袋更在脑袋，拔不掉思想上的
穷根，就树不起致富奔小康的自信，即
使一时脱了贫，还随时可能返贫。正如
习主席所强调：“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
部帮扶，帮扶再多，你不愿意‘飞’，也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贫困群众是甘于贫困吗？为何缺少
内生动力？如何激发内生动力？基层做
了哪些有益探索？在座谈会召开一周年
之际，记者随国务院扶贫办“内生动力与
脱贫攻坚”主题采访组，深入湖南、江西
两省扶贫一线进行了调研采访。

天色渐暗，高温依旧。河
南省临颍县繁城回族镇夏庄
村几位村民，坐在大槐树底下
乘凉聊天。不远处，炊烟缭
绕，不时传来几声犬吠。

随着一阵汽车笛声，一位
身穿橄榄绿的军官走了过
来。来人是漯河军分区政委、
对口帮扶干部张宏进——作
为夏庄村扶贫联系人，他又趁
周末来村里“走亲戚”了。
“今年雨水均匀，麦子亩

产能达 800多斤吧。”走到槐树
底下，张宏进顺势坐下与村民
攀谈起来。
“老夏，你家的菜园子收

成咋样？”“李师傅，你的生意
还顺利吧？”“小伙子，流转到
手的土地想种些啥？”……

一问一答，气氛很快变得
热闹起来。听着大伙的诉说，
张宏进借着灯光不时地在本
子上记录着。说话间，已近
傍晚。跟村民一一道别后，他
和驾驶员小卢来到了 20多公
里外的镇子上。

第二天一早，他们来到繁
城镇敬老院。刚一进门，一位
穿着旧军装的老人引起了张
宏进的注意。经询问得知，这
位名叫巩祥昆的老人是一位
老兵，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中多次立下战功，后因战伤被评为一级伤残。

怀着对英雄的崇敬，张宏进来不及找把椅子，就势蹲下来
与老人聊了起来。
“您是战斗英雄，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提出来……”
“这里的工作人员把我照顾得很好，我也没啥要求和困

难。敬老院里的一些设施有些陈旧了，有的也坏掉了，您看能
不能帮助完善一下？”

烈日高悬，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一边聊天，张宏进一边
把老人的话记录在本子上。他对老人说，回单位一上班就研究
解决措施，争取下周把工作落实到位，了结老人的心愿。

简单的午饭后，他们又来到尼庄村，碰巧赶上村委会的几
名同志在开会研究脱贫问题。听了大家的讨论后，张宏进翻开
笔记本，结合自己的调研情况谈了几点看法。他认为，助力贫
困群众脱贫摘帽，他们至少可打“三张牌”：一是三国文化牌，利
用好受禅碑、受禅台等三国文化遗迹，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之路；二是颍河生态牌，借力颍河两岸环境优势，在保护基础上
发展休闲农庄等绿色产业；三是清真食品牌，依托当地回族群
众聚居的特点，做大清真食品产业，通过加工农副产品助农增
收，同时帮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话音刚落，掌声响起。
“实在的建议源自扎实的调研。”尼庄村村主任刘光华感慨

地说，张宏进得空就到村里转、田间地头看，跟村民拉家常，为
群众找门路，真是一片真情为乡亲啊！
“贫困只是暂时的，相信乡亲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走出

会议室，张宏进在路边找块石头坐下来，整理起自己的笔记：很
多村民种植了烟叶，但因不懂种烟技术难以增产，下周联系漯
河技校专家给村民授课；村里的两座桥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
患，尽快协调交通部门加固修缮；村民种植的葡萄快成熟了，抓
紧联系农贸市场和超市，以确保销路……

为

了

乡

亲

的

微

笑

—

一
位
对
口
帮
扶
干
部
的
乡
村
调
研
记

■
王
士
刚

刘
国
利

纵 横 谈

烤馕饼、做抓饭、切羊肉……6月中
旬的一天，新疆库车县科克拱拜孜村热
闹非凡。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维吾尔
族乡亲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迎接“亲人”
回家。

篝火烧旺，饭菜飘香。站在自己家
门口，望着欢乐的人群，村民依明·尼亚
孜激动不已。他说，前几年，都不敢想自
己还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几年前，尼亚孜家突遭变故——老
伴去世、儿子被查出患有肾结石。一时
间，年老体弱的他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地处大漠边缘的科克拱拜孜村，是
出了名的贫困村。几年前，这里的人均
收入不足千元，村民们只能靠种植农作
物、放养牛羊维持生活。
“是子弟兵带给我们新的希望！”聊

起这几年的变化，尼亚孜有些激动。他
说，子弟兵帮村民建鸡舍、建果园、找销
路，大家的日子才有了新转机。

那年寒冬，正为儿子医药费发愁的
尼亚孜在医院门口徘徊。做完体检刚好
路过的驻地某部直工科长张志新，看到

愁容满面的尼亚孜便上前了解情况。一
番询问后，他掏出口袋里仅有的 300 多
元钱，为尼亚孜垫付了医药费。

从那以后，尼亚孜家里便多了一批
“穿军装的亲戚”——张志新和他的战友
陆续来到村里开展结对帮扶。在子弟兵
的帮扶下，建好鸡舍的尼亚孜搞起了禽
业养殖。眼看着第一批肉鸡出笼，他心
里乐开了花。

后来，为帮村民解决基础设施欠缺、
信息闭塞等问题，张志新所在部队官兵
还多方筹资为村里修了公路，并购买了
技术书籍。在此基础上，他们选派技术
骨干，到村里点对点为村民传授种养殖
知识。同时，还积极联系地方企业，帮村
民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

如今，村民种植的瓜果、蔬菜直接供
应县（市）中心市场，养殖的牛羊也成了
当地特色产品。致富路越走越宽广，生
活节节高的乡亲们越干越有劲。

饮水思源。逐步走上致富路的村民
们不忘子弟兵的恩情，很多人主动报名加
入民兵组织，守护着村里的幸福生活。

天山脚下有“亲人”
■胡亚军 褚伟江

荒山秃岭，怪石盘亘；河道断流，

重山阻隔——云南西畴，一个被专家

称为“失去生存条件”的地方。就在这

样一个地方，当地干部群众战天斗地、

自力更生，靠着苦干实干，在高山峡谷

中凿出一条条小康之路。

从乱石林立、土地瘦薄、干旱缺

水，到荒山变绿野、村村通公路、梯田

层层起，如今的西畴，全县3.6万多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脱贫1.85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10.6%降至7.8%，创造了

向贫困宣战的奇迹。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这是

西畴人信奉的一句话。这句话，道出

了西畴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奥秘。对

很多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来说，西畴人

的脱贫实践给出了方法，给出了路径，

给出了答案。尤其是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的关键时刻，西畴人的探索给人

启发，更具示范意义。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

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用人

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这

是我们党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积累

的宝贵经验。内生动力本质上是人的

主观能动性，内生动力的外化就是改

造客观的实践活动。脱贫的主体是群

众，只有群众本身具有强烈的脱贫内

生动力，有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目

标的内在自觉，才能迸发出强大的驱

动力量，从而打赢脱贫攻坚战。

总体上看，干部帮群众脱贫，绝大

多数贫困户是心存感恩、不甘掉队的，

甚至还借力发力、千方百计甩掉“贫困

帽”。但类似“干部干、贫困户看”的现

象，在一些地方也确实存在。比如，有

的贫困户把贫穷当作一种习惯，主观

上或不具备脱贫摘帽的心理准备，或

缺少主动脱贫的意愿；有的群众因为

受条件所限，发展信心不足，不敢突破

自身局限脱贫致富；还有的群众生产

要素短缺，虽然有脱贫致富的想法，但

心有余而力不足，等等。

俗话说，枪头不动，累折枪杆。部

分群众主人翁意识不强，导致扶贫资

源效益低下，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内

在动力。这种情况下，无论别人多么

使劲帮都很难脱贫，即使脱贫了也难

以持续。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

性作用，脱贫攻坚需要多想想由内而

外“扶”、从里到外“富”，先解决“心

穷”，再解决“人穷”，帮助落后者“学会

自己走路”。

幸福不会从天降，好日子是干出来

的。针对部分群众的“等、靠、要”思想，

首先要在增强“脱贫志”上下功夫，在杜

绝帮扶方法方面大包大揽的基础上，着

重培养和增强其发展意愿，提振“精气

神”，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的观念转变。同时，善于利用群众身边

致富典型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形成依

靠双手创造幸福生活光荣的良好氛围，

以群体压力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动力。

贫困代际传递，是脱贫的最大绊脚

石。这种情况不但拖累群众物质生活，

也给群众造成很大的精神和心理打

击。为此，要把“富口袋”和“富脑袋”结

合起来，加强对贫困人口的职业教育和

培训，提升他们的素质和人力资源水

平，尤其是要想办法帮助贫困学生成

才，以一个学生带动一个贫困家庭。

好风成人，恶习败家。在一些地

方，不良习惯已成脱贫隐患。经济学

家厉以宁到西北某地调研后，认为当

地扶贫难点是赌博和攀比。他说：“到

外面打工挣的辛苦钱就拿来赌博了，

这个是没办法帮助脱贫的。还有一个

现象是，在农村相互攀比的风气也很

盛，房子个比个的高，盖了些没用的建

筑，钱都花这上面去了。”为此，帮扶中

还要注重抓精神文明，在群众中培育

形成健康的村风民俗。

《三国志》描写刘备之子刘禅是

“扶不起的阿斗”，如果不解决群众内

生动力问题，历史上的这一幕可能会

再次上演。总之，要想把扶贫的事办

好，离不开发动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

必须得让群众自己急起来、动起来，忙

起来、干起来。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潘建伟 南 欣

引 语

6月18日，武警合肥支队八中队司务长胡布文（右二）跟战

友一起，到巢湖市坝镇姥山村看望帮扶对子洪大妈，并了解其

生产生活情况。 徐 伟摄

江西省丰城市洛市镇依托民俗文化，将保留完好的土屋改造成为特色民居建筑，并结合生姜等土特

产打造农家乐度假村，带动贫困户脱贫。这是游客在该镇游览。 新华社记者 万 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