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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志毅

我 国 乡 村 振 兴 的 五 大 目 标 战

略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本文认

为，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视角

探寻与精准扶贫配套推进路径是符

合逻辑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由于生

活富裕是前面四个目标实现后的综

合目标，本文主要论述前四个目标

与精准扶贫配套推进路径。

一、产业兴旺目标与产业

扶贫相互配套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与 精 准 扶 贫 配

套的关系有两个 ：一是通过产业扶

贫打前站，对产业能否可持续进行

了探索。在产业扶贫中，有质量有

效益的产业可以在乡村振兴发展产

业中，予以推广。如 2018 年 10 月

课题组成员调研了土左旗龙源生态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合作社

承接了北京科技局对内蒙古的对口

帮 扶 项 目，2016 年 北 京 科 技 局 将

优质蚯蚓大平二号免费引入呼和浩

特市，由土左旗龙源生态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在土左旗白庙子镇养殖

110 亩蚯蚓，之后又拓展到托克托

县永圣域镇，在此养殖了 320 亩蚯

蚓。对产业兴旺密切相关，出售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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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种和蚯蚓土，钓鱼用蚯蚓和药用

蚯蚓，药用蚯蚓每吨 1 万元，南方

多家药企收购。2017 年土左旗龙源

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出售蚯蚓

种和蚯蚓土收入 10 余万元。高质

量经济发展的基础从供给侧改革的

角度在于资源与环境的优良，如对

种植业的推动，土壤改造成为高质

量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经过蚯蚓

改造过的土壤种植的农产品质量更

高。调研发现用蚯蚓土种植地西瓜

更甜，蚯蚓土对高质量养殖业具有

巨大推动作用。这里饲喂配蚯蚓的饲

料鸡蛋每斤 20 元 1 斤，供不应求。

养鱼池的鲤鱼、螃蟹用蚯蚓喂养，效

果非常好，水产业得到健康发展，龙

源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仅靠微

信圈就全出售了，口感和喂其它饲

料的比，风味独特鲜美。 蚯蚓产业

致富带头人 2012 年 3 月带领养殖村

民成立了土左旗龙源生态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现在在玉泉区三里营东路

建立了店面，把村民们的蚯蚓鸡蛋、

原生态小麦粉、有机小米等纯天然、

无添加的农副产品直接面向顾客销

售。二是将不能持续发展的产业紧

急叫停。如菜单式扶贫产业，现在

看来，不能形成产业化、规模化、

品牌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

质量经济发展的今天，不宜大面积

推广。由于新常态下许多产业和产

品均属于过剩产业和产品，市场风

险大，加之贫困者多为文化程度不

是很高的老弱病残，有些产业根本

力所不及，经营能力孱弱。这种情

况下不宜给他们造血，因为这样会

导致血本无归，造成更大损失。此

外，不能不顾市场需求发展集体经

济，这些项目必须进行市场评估。

这两大政策配套推进要尊重经济规

律，不能只看成果，还要看投入产

出比。对于配套推进的一些开发类

项目，应强化论证，谨慎实施，尽

最大努力做到低投入、高产出。对

于产能过剩的产业也要尊重市场规

律，坚决让其有序地退出市场。摈

弃菜单式模式可以通过资产收益扶

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多种帮

扶形式，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如

课题组成员走访了锡林郭勒盟苏尼

特左旗养牛合作社负责人牧民格希

格都仁，2012 年格希格都仁整合租

用嘎查 9 户贫困户的 8 万亩草场成

立了查干嘎查畜牧业合作社，带领

牧民们抱团发展，加入合作社的 9

户贫困户当年就脱了贫。2018 年合

作社养了 400 多头牛，预计能出栏

100 多头，按照每头牛 7000 元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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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分红有

了保障，分红是 21 万多元。格希格

都仁通过给贫困户分红，或让贫困

户参与生产经营等方式增加贫困牧

民收入。2017 年格希格都仁争取到了

165 万元扶贫资金，继续扩大养殖规

模，连续 3 年给贫困户分红，帮扶满

都拉图镇 72 户丧失劳动能力、因灾

致贫的贫困户增收脱贫，还安排了 10

名贫困牧民到合作社打工。2019 年 4

月自治区级贫困县苏尼特左旗脱贫

摘帽，为了稳定脱贫成果，合作社

给今年入社的贫困户购买了基础母

畜，以托管的形式在合作社代养，

保证贫困户有持续稳定的收益。2019

年 8 月 21 日，课题组成员在土左旗

采访了优秀驻村第一书记，这位第一

书记从旗里申请了 50 万扶贫款，购

买了 70 头肉牛犊子，让该村养牛大

户托管，分红给该村贫困户。

二、生态宜居与生态扶贫

相互配套

以生态扶贫与生态宜居相互配

套 ：一是将生态扶贫的护林员、护

草员这支队伍在实现乡村振兴之生

态宜居目标中继续留用。二是沿着

生态扶贫的思路，将内蒙古农村牧

区广大农牧民向“生态人”的方向

转变。课题组调研了内蒙古许多地

区，采取了打深井掘水，发展水浇

地农业。这在短期或许能够取得一

些收益，但是从长远看生态环境的

承受能力面临考验。主要是贫困地

区多为缺水地区，甚至就是因缺水

而贫困。这种做法使地下水位急剧

下降。2018 年 7 月，课题组调研了

内蒙古察右中旗，许多地区 80 年代

几米见水，90 年代十几米见水，2005

年上百米见水，到现在 120-150 多米

见水。况且这些水浇地所产马铃薯、

向日葵和玉米等价格低廉，几乎没有

利润。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并且，由

于这类地区面积广大，仅仅依靠精准

扶贫时的贫困人口显然远远不够，需

要扩大这支生态保护队伍。

三、乡风文明与扶志扶智

教育相互配套

精 准 扶 贫 中 的 扶 志 扶 智 教 育

已 经 进 行 多 年 ：主 要 针 对 贫 困 户

的 等 靠 要思想严重。这些农牧民

贫 困 户 思 想 封 闭 守 旧， 信 息 获 取

渠道狭窄，“靠天吃饭”观念根深

蒂 固， 勤 俭 持 家 意 识 淡 薄， 致 富

思 路 不 明 确， 缺 乏 生 产 技 能， 其

智力素质直接影响脱贫。其实，上

述问题又何止是贫困户呢？广大农

牧民都有着和贫困户的共同问题，

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今后扶志教育

要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层次的乡风

文明结合。一是推进更深层次人格

完整的教育。要真正实现现代化，

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课题组成员

2019 年 8 月在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

调研，发现了一个牧户家中母子三

人酗酒成瘾，需要从心理上进行诊

断治疗。二是推进更广泛的技能教

育。面向全体村民开展文化教育、

职业教育，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农

民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就业能

力。因人制宜开展培训，造就具有

科技素质、职业技能、经营意识的

新型农民。三是推进更深入的传统

文化教育。

四、内生治理与精准扶贫

阶段外生治理相配套

过去，内蒙古许多嘎查村党组

织松散，两委班子不团结，党员干

部带头示范作用发挥得不好，干群

关系比较紧张。当时条件下，侧重

外生治理是符合实际的。精准扶贫

的侧重外生治理解决了长期以来贫

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

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

的问题。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

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

公，甚至滋生腐败。在实施乡村振

兴时，则需要在治理模式上发生一

个巨大转变，更要激发农村发展的

内生活力和动力，充分调动农民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实

现由“被动扶”到“主动兴”的转

变。确保党在基层领导力，着力选

好配强村嘎查两委领导班子，培养

致富带头人，促进本土人才回流，

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大力推广运用

参与式、契约式方式方法，实现有

效治理。在两大政策的衔接期，可

以从以下三种情况考虑。一是在外

生力量已经充分调动起内生力量的

情况下，可以将外生力量调动回原

单位，但是外生力量要长期跟踪。

二是在外生力量已经部分调动起内

生力量的情况下，可以将部分外生

力量调动回原单位。三是内生力量

仍然差强人意，则外生力量还要在

农村继续驻扎，直到内生力量被调

动起来为止。其名称可以和乡村振

兴联系在一起。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内

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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