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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金额，统筹城乡社会保障。 除此之

外，政府 要根据当 地实际情 况，合理确 定

土地流转的规模和年限，充分考虑农民的

接受程度，从而减少农民土地流转后的顾

虑，进一步促进当地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

之 后，闲散农 民增多，加 强对农村 地区 的

管理。 与此同时，政府积极引导农民再就

业，开设技能培训。 土地仍然是农民生活

的来源，大多数农民仍旧是依赖种植土地

所取得的收入来解决就医、养老等生活问

题，农 民土地流 转后，由于 他们自身 的 文

化 水平低，也 再无其他 技能，再就 业难 的

问题非常明显。 许多农民流转土地之后，
仍然从事体力劳动，有的农民甚至没有找

到其 它工作，生 活得不到 保障，这也 是 许

多 农民不愿 意进行土 地流转的 最主 要 原

因。

（五）转变农民的传统观念

让农民有 比较深入 的 了 解 土 地 流 转

经营这种 新型模式， 从 思 想 上 开 始 接 受

这种经 营模式。 政 府可以组 织 农 民 学 习

土地流 转经营 相关知识， 发放 宣 传 单 和

粘贴 海报进 行宣传， 建 立示范 点 组 织 农

民 参观学 习。 政 府 组 织 农 民 去土地流转

成熟区域 参观和 学习， 并派 代 表 前 来 指

导，使农民切实实际的了解土地流转经营

这种新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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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南疆三地州是我国深度贫

困 地 区 之 一 ， 脱 贫 攻 坚 任 务 十 分 艰 巨 ，
2020年 是 全 面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之 年 ，找

出问题，梳 理脱贫思 路，制定合 理脱贫 措

施 对 如 期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尤 其 重 要 ，文

章通过 研究和田 地区皮山 县帕特 曼 勒 克

村 脱贫攻坚 存在的问 题，提出相 应对策，
为 南 疆 深 贫 地 区如期脱贫提 供相应指 导

意见。
关 键 词 ：南 疆 ；深 度 贫 困 村 ；脱 贫 攻

坚；问题；对策

党的十九 大把精准 脱 贫 作 为 全 面 建

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作出了新的部署。 2018 年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打好精准脱贫

攻坚 座谈会、全 国“两会”等 重大会议 上，
反复强调打好三年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性。
4 月 15 日至 4 月 17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

重 庆 考 察 ，主 持 召 开 解 决 “两 不 愁 、三 保

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

总书记指出： 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

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住房安 全有保 障，是贫困 人口脱贫 的

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到脱贫攻

坚质量。如何对标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

求和核心指标，找出脱贫最优脱贫攻坚路

径尤其重要。
一、帕特曼勒克村基本情况

帕特曼勒克村距乡政府 12 公里,辖 3
个 村 民 小 组：有 347 户，总 人 口 1407 人，
其中少数民族 1407 人。 有村干部 5 人，党

员 15 人，团员 38 人。 全村有 贫困户 190
户 848 人，低 保 户 201 户 365 人，低 保 贫

困户 178 户 810 人， 一般贫困户 12 户 38
人。 领取养老金 82 人，其中贫困户 55 人；
领取低保金 365 人， 其中贫困户 211 人；

学生 526 人，其 中贫困户 241 人；残疾 33
人，其中贫困户 24 人；三类人员中有贫困

户 131 人,亲属 462 人。 本 村 有 1 所 幼 儿

园 ，1 所 文 化 室 ，1 所 卫 生 所 ，1 个 便 民 活

动中心，2 个惠民超市。 有耕地面积 1520
亩，主要种植小麦、核桃、玉米。 村集体土

地 177 亩，林果面积 210 亩。 全村现有牲

畜 存 栏 头 数 3029，其 中 牛 31 头 、羊 798
只、驴 240 头、鸽子 1300 羽。 2017 年全村

人均纯收入 6358 元,人均 增收 25 元。 村

集 体 收 入 6.8 万 元 , 村 委 会 工 作 经 费 10
万元。

二、帕特曼勒克村贫困户基本情况

2018 年 底，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90
户 848 人， 其中已脱 贫 32 户，149 人，未

脱 贫 158 户 、699 人 ， 贫 困 发 生 率 为

49.7%， 未 脱 贫 中： 一 般 贫 困 户 5 户、11
人 ，低 保 贫 困 户 153 户 688 人 ，其 中 316

南疆深度贫困村现阶段脱贫攻坚
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以皮山县帕特曼勒克村为例

■ 张国伟 孙新铭 刘 年 刘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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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享受低保。
帕 特 曼 勒 克 村 有 未 脱 贫 158 户、699

人； 贫困分类为： 缺技 术致贫有 24 户，
76 人，缺 劳 力 致 贫 有 8 户 10 人 ，缺 土 地

致贫有 87 户 455 人，缺资金致贫有 0 户，
因病致贫有 26 户，98 人， 因残致贫有 13
户，59 人。

三、帕特曼勒克村脱贫攻坚方面存在

的主要问题

一是耕地 面积较 少， 产 业 发 展 受 局

限。帕特曼勒克村现有耕地面积 1582 亩，
主要种植 小麦、核桃、玉米。 村集 体 土 地

177 亩，林果面积 210 亩。 而本 村在册人

口 1407 人 ，人 均 耕 地 1.12 亩 ，且 无 其 他

规模产业带动，小麦、玉米、核桃等按市场

价 亩 均 每 年 收 益 1000 元 左 右 ， 离 国 家

2020 年 脱 贫 攻 坚 线 人 均 收 入 4000 元 的

标准相差较多。 二是该地区超生严重，普

通劳动力人口比例相对较低。三是劳动人

口文化程度， 劳动力创造价值能力不高。
四是帕特曼勒克村生存环境较差。 帕特

曼勒克村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距离

乡政府 12 公里， 距离县政府 16 公里，且

处于相对封闭的片区，城市辐射经济带动

能 力差，农 民思想相 对较为封 闭，人均收

入较其他城郊村相差较大。
四、帕特曼勒克村脱贫措施

（一）脱贫相关知识学习培训

注重干部精准扶贫 相 关 文 件 政 策 学

习，准确把 握政策导 向，为开展 精准扶贫

打下坚 实基础。 认 真学习习 总 书 记 关 于

打好脱 贫攻坚 工作的讲 话和中央 及 自 治

区 各 项 方 针 政 策 ， 积 极 参 加 自 治 区 、地

区 、县、乡 组 织 的 精 准 扶 贫 、精 准 脱 贫 培

训 会 议 ,学 习 脱 贫 项 目 管 理 知 识，通 过 系

统地培训 学习， 逐 步 掌 握 精 准 扶 贫政策

措施，为进一步推动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思

想指引。
（二）建立脱贫攻坚小组，统筹各方力

量，做 好扶贫 对象精准 识别，制定 脱贫 攻

坚计划

组建由第一书记挂帅， 高校教师、驻

村队员、村干部、下沉干部、驻村管寺干部

等多支力量参与的脱贫攻坚队伍，对全村

190 户贫困户 848 人的 家庭、 致贫 原因、
产业发展、教育、社会兜底、劳动力现状等

基本情况进行了精准摸底， 根据每一户、
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制定一户一人一册，据

此制定脱贫攻坚行动计划。
（三）抓好劳 动力调查，精准摸 排，促

进就业

先后对全 村劳 动 力 的 就 业 意 向 就 行

三 次 摸 底 ，不 断 进 行 再 动 员 、再 部 署 、再

摸 底， 对不 能外出务 工人员到 人 了 解 问

题，做到应出尽出。 全村现有劳动力 687
人 ，其 中两类 人员 228 人，除两类 人 员 外

劳动 力 519 人， 经 动 员， 预 计 外 出 就 业

328 人，本 地 就 业 94 人，季 节 性 就 业 210
人，剩余不能外出就业的安排重点发展产

业。
（四）研究建设养驴合作社，发展驴奶

产业

2018 年，全村贫困户享受国家 159 头

驴的产业扶持，但是由于驴大部分没有受

孕生产， 所以驴奶产业没有发展起来，我

们发挥富裕户的模范作用，建设养驴合作

社，带动贫 困户养 驴脱贫，做 好奶驴统 计

登记，加快驴产业尽快实现经济收入。
（五）研究建设鹅舍，发展养鹅产业

皮 山 县 制 定 养 鹅 产 业 发 展 规 划，帕

特曼勒克村为落实产业就业全覆盖，共申

报 109 户 11450 只 老 鹅 养 殖 及 33500 个

集中养殖名额， 对接好上级产业部门，做

好养殖户的基础设施准备及技术培训，特

别落实好防疫，做大做强鹅产业。
（六）做好易地搬迁再动员，助推地区

项目落地

做好易地搬迁动员，大力宣传易地搬

迁的好处， 为促进易地搬迁如期完成，并

带领他们前往安置点实地考察参观，详解

国家有关政策，开阔眼界，打消顾虑，稳定

情绪，配合完成好全部搬迁任务。
（七）加快庭院改造，发展特色经济

督促完成嫁接优质核桃 50 亩， 通过

果 粮 间 作 模 式 ， 预 期 挂 果 后 亩 均 收 益

3500 元，获益 农民 99 户，可以带动 90 户

如期脱贫。
积极发展庭院经济，帕特曼勒克村经

济 庭 院 共 99 个，占 地 约 49.5 亩，每 户 补

助 5000 元，主 要 规 模 化 种 植 葡 萄，菜 等；
同时，将经济建设和环境美化有机结合起

来，房前种花种菜，屋后改建厕所，打造宜

居环境。
积极探索 大葱、洋葱、葫 芦 瓜 等 经 济

作物的种植，改变帕特曼勒克村农业品类

单一的缺陷。
（八）引进优质投资商，充分利用卫星

工厂

对 400 平 米 卫 星 工 厂 的 建 设 和 附 属

设备的安装，探索思路，拓宽门路，引进优

质的投资商来帕特曼勒克村投资，聘用帕

特曼勒克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帮助那些由

于各 种原因 不能到外 地就业的 农民 就 地

就业，如期脱贫。

（九）抓好教育扶贫，做好扶贫先扶志

首先，抓好基础教育。 和田地区已经

实现 从幼儿 园到高中 15 年 免 费 教 育，加

大对农牧民的宣传，增强对子女教育的重

视。 其次，提升适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积

极性。加大和田地区对高等教育学生的资

助宣传，加 大返乡大 学生宣讲 力度，增 强

村民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最后技

能培训帮扶：以农民知识化工程和劳务输

出岗前培训为载体，以提高农民种植养殖

生产先进技术水平、提高农民谋生手段为

主要 内容，整合 劳动力转 移培训、职 业 教

育等培训资源，为贫困户帮扶对象提供免

费技能培训。
五、帕特曼勒克村未脱贫户具体脱贫

措施

帕特曼勒克村现有未脱贫户 158 户，
699 人，通过就业、产业发展、综合社会保

障 兜 底 脱 贫 30 户 ，190 人 ； 通 过 产 业 发

展、综合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45 户 182 人；
通过就业、 综合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30 户

154 人； 综合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22 户 42
人，；通过产 业发 展 脱 贫 4 户 9 人，；通 过

就业、产业发展脱贫 4 户 13 人；易地搬迁

脱贫 23 户 109 人。
六、小结

帕特 曼 勒 克 村 已 通 硬 化 路、 通 讯 网

络、通 动力电，通有线电 视，通自来 水；贫

困户全部通自来水及照明电。 2019 年 全

村已全 部覆盖安 居富民 工程， 贫 困 户 住

房均 已达标。 现 阶段帕 特曼 勒 克 村 以 就

业 、产 业 为 抓 手 ，做 好 养 殖 业 帮 扶 、劳 务

输 出及干部 帮扶工作， 如期打 赢 脱 贫 攻

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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