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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哪些“硬骨头”？

———中国扶贫三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有计划、有
组织开展大规模扶贫开发， 向贫困发起
一轮又一轮的“攻坚战”。目前我国扶贫
效果如何？扶贫资金如何监管？如何防止
“哭穷”争戴“贫困帽”现象？在国家首个
“扶贫日”即将到来之际，记者就此采访
了权威部门和有关专家。

扶贫攻坚还有哪些“硬骨头”？

数据显示， 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推
进，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从

１９７８

年到
２０１０

年，参考国际扶贫标准，共减少
了
６．６

亿贫困人口，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
少的成就

９３．３％

来自中国。

从
１９８６

年的人均年收入
２０６

元，提高
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２７４

元， 再到
２０１１

年底的
２３００

元，我国扶贫标准实现“三级跳”，更
多困难群众纳入扶贫范围。 在新扶贫标
准下，从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３

年，我国农村贫困
人口又减少了

３９８９

万人。

专家指出， 尽管减贫工作取得巨大
成绩， 但当前全国人均年收入低于

２３００

元的人群还有
８０００

多万人， 参考国际标
准则还有

２

亿多，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脆
弱、生存条件艰苦的

１４

个连片特困地区。

我国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啃硬骨头”阶
段。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

１４

个
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
国平均水平的六成， 医疗支出仅为全国
农村平均水平的

６０％

， 还有数千个村不
通电，近

１０

万个村不通水泥沥青路……

“目前，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正处于全
面深化改革、 全力创新提高的新阶段。”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表示， 今年
我国力争减贫

１０００

万人以上， 目前正大
力开展贫困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 驻村
帮扶工作队对贫困村全覆盖等工作。同
时，利用国家设立首个“扶贫日”的有利
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各类宣传活动，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扶贫资金“跑冒滴漏”如何监管？

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保命钱”和
减贫脱贫的“助推剂”，然而在一些地方，

却出现了扶贫资金“跑冒滴漏”现象。

审计署去年底公布的
１９

个县
２０１０

年
至
２０１２

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
情况审计结果显示， 普遍存在着虚报冒
领、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等问题，甚至将扶
贫资金用于请客送礼、大搞形象工程等。

“尽管这种现象只是我们扶贫工作
中的个案， 但侵吞挪用扶贫助困资金造
成的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贵州省社会调
查研究所所长姚贵阳说。

去年
１０

月
８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健全制
度机制，筑牢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高压
线”，对贪污侵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严
惩不贷， 确保扶贫资金充分惠及扶贫对
象。

专家指出， 完善扶贫资金管理监督
制度，除了发挥审计等部门的作用外，对
扶贫资金使用的最好监督力量是群众。

要健全完善群众参与扶贫资金监督的体
制机制，让扶贫资金置于阳光下。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 扶贫资金
在分配上还存在着“一刀切”“撒胡椒面”

的问题。“过去扶贫工作从上至下一个模
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扶贫资金‘戴
帽’下去，不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益，扶贫
效果不佳。”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主任刘

忠诚说。

目前， 精准扶贫已成为扶贫工作的
重点， 全国各地正大力开展贫困人口建
档立卡工作，因地制宜、因户施策。

“建档立卡不仅是简单地登记名字，

还要分析是什么原因致贫的，是因病、因
灾还是无劳动力、无技能。然后，逐户制
定帮扶措施， 有针对性地予以扶持。”刘
永富说。

如何杜绝“哭穷”争戴“贫困帽”？

在一些地方， 本该以扶贫济困为宗
旨的扶贫开发工作却有些变味：“哭穷”

争戴“贫困帽”、把扶贫资金当成“唐僧
肉”，而真正急需的贫困群众没有得到扶
贫资源，甚至出现了百强县仍戴着“贫困
帽”等不正常现象。不少地方官员直言：

争抢贫困县帽子，其实争的是利益。

“一些地方用贫困县的名义争取了
国家的支持后， 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扶
贫上，而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社会各方
面反映的问题比较多。”国务院扶贫办政
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说， 为了克服这些
现象，国家正在采取三方面措施，一是改
革贫困县的考核机制， 二是建设贫困县
的约束机制， 三是逐步建立贫困县的退

出机制。

目前，我国共有
５９２

个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

１４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
６８０

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剔除其中重合部
分，共有

８３２

个县区享受国家相关扶贫政
策。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
主任汪三贵认为， 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将引导贫困地
区党政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贫困问
题上，而不是盲目追求经济发展。

“要从根本上改变争戴‘贫困帽’的
现象，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使戴上‘帽子’

的有压力、有责任、有成效；扶贫效果好
的要奖励，效果差要问责，促进贫困县早
日脱贫摘帽。”河南省扶贫办主任张成智
说。

“过去富裕起来了还留在贫困县名
单里，继续享受支持，所以大家都不愿意
退， 贫困县退出机制实际上是导向问
题。”苏国霞说，国务院扶贫办正在研究
正向的激励机制， 即县里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以后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让贫困县
的政策更多地帮助贫困人口受益。

（新华社北京
１０

月
１４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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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日报社 宣

声 明

●

兹有耿协宝的道路货运从业资格证（ 证号：

4115010020108006410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张立东所有的一宗地位于息县东环路
41B

区
3

、

4

号，其
国有土地使用证

[

证号：（

10

）

0248]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韩凤英所有的房屋坐落于河区东方红大道
279

号，房
屋所有权证号为信房权证河区字第

038681

号，为混合结构壹套，

建筑面积
62.16

平方米，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陈辉的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证号：

4115010010306027355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王金花所有的房屋坐落于河区工区路
160

号肉联厂
住宅楼

105

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信房权证河区字第
039709

号，

为混合结构壹套，建筑面积
22.95

平方米，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兹有信阳市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
正、副本不慎丢失（证书号：

41307455

），现声明作废。

●

兹有信阳市河区瑞丰窗帘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413001197009302011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兹有刘传宝流转使用的林地，坐落在信阳市河区柳
林乡堰冲村仙石岩组。该林地共分

2

宗，面积分别为
282

亩
和

71

亩， 主要树种为板栗， 林权证号为豫河林证字
（

2012

）第
0152

号（证书编号为
C410802432856

）。因刘传宝
保管不善，不慎将上述林权证书遗失，刘传宝已于

2014

年
9

月
3

日在《信阳日报》刊登了遗失声明，声明将豫河林证
字（

2012

）第
0152

号林权证作废。根据刘传宝的申请，并报
请河区人民政府同意， 我局现公告对豫河林证字
（

2012

）第
0152

号林权证（证书编号为
C410802432856

）作废
并予以注销，并对刘传宝拥有使用权的林地进行重新登记
和补办林权证，如有任何公民、法人或组织对该林权有异
议者， 请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提交有异议的书面材料，并
附相关证件报我局复核。公告期满后无异议的，我局将重
新给予林权登记，并报请区政府补发林权证。

特此公告
信阳市河区林业局

2014

年
10

月
15

日

黄金周大屏电视更受欢迎

海信百英寸激光影院最受青睐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市场，虽
然彩电市场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同比下
降， 但产品结构调整的趋势是非常明显
的。根据中怡康的统计数据：

48

英寸以上
大平板增幅较大；

4K

电视的增幅达
3

倍
以上

,

市场占比接近
3

成。

海信激光影院是海信于今年
9

月份
发布的全球首套兼备影院、 智能电视和

家庭音响功能的家庭影院产品。 海信激
光影院采用超短焦技术， 只需要距离墙
面不到

0.5

米的空间便可投射出
100

英寸
以上的显示画面，让超大屏幕显示进入

15

平方米客厅从梦想变成了现实。激光影院
相比超大尺寸液晶平板电视具有很大的
价格优势，首批购买用户仅需

59999

元，而
市场上合资品牌主推的

85

英寸液晶电视

售价则达
10

万元。海信激光影院克服了人
眼长时间观看液晶电视直射发光源造成
的不适感， 用户看到的是屏幕的反射光
线，柔和舒适，且因配备菲涅尔无源仿生
屏幕，不受环境光限制，可全天候观看；在
观看距离方面， 激光影院采用短焦镜头，

最佳观看距离
4

米左右， 而
85

英寸超大屏
幕电视收视距离要

6

米以上。

海信面向“十一” 市场重点推广的
ULED

电视产品， 采用了多分区独立背光
控制和

HiView

画境引擎技术，实现了高对
比度、高色域和高速响应的完美画质表现
力，与

OLED

相比，性价比优势非常突出。

（李志强）

公积金新政策“利好”百姓

多项举措缓解购房之困

房价尚在高位，商业银行惜贷，在此
背景下，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一系列新政
策出台，将利好缴存职工。

究竟这些政策能为百姓购房带来哪些
便利，记者采访了有关部门官员和专家。

二套房可享受公积金贷款首套贷
款额度有望提高

根据新政策，住房公积金贷款对象为
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或第二套改善型普通
自住住房的缴存职工。

而
２０１０

年， 有关部门出台的文件要
求，实行支持首套、限制二套、严禁三套的
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
表示，这体现了住房公积金对缴存职工改
善住房的支持，符合其支持基本住房消费
的原则。

另外，三部门要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发放率低于

８５％

的设区城市， 可根
据当地商品住房价格和人均住房面积等情
况，适当提高首套自住住房贷款额度。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
司长张其光表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是
影响制度互助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适当
提高首套自住住房贷款额度体现了住房
公积金制度支持基本住房消费、资金充分
运用等原则。

取消
４

项收费项目异地贷款“破冰”

根据新政策，取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保险、公证、新房评估和强制性机
构担保等收费项目。

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些中间费用一般
占公积金贷款总额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
四，最高可达千分之八。

假设缴存职工申请到
１００

万元的公积
金贷款，取消

４

项收费，意味着最高可节省
８０００

元。

刘洪玉说：“这些中间费用涉及不少
中介机构和人员， 现在一下子取消

４

项收
费项目，可见政策力度很大。”

值得关注的是，新政策要求，各地要
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异地互认和转移接
续，并推进异地贷款业务，即职工可持就
业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证
明，向户籍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
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任兴洲表
示，当前，职工跨地区流动日益增强，在就
业地缴存、回原籍购房需求增多。这一政
策适应职工流动性需要。

贷款条件放宽 “钱荒”地区支持“组
合贷”

当前，各地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业务发展不平衡，部分城市对贷款条件要
求过严，住房贷款发放率较低，影响了缴
存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削弱了住房公积金
制度的互助作用。

为此，新政策提出，职工连续足额缴
存住房公积金

６

个月（含）以上，可申请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对曾经在异地缴
存住房公积金、 在现缴存地缴存不满

６

个
月的，缴存时间可根据原缴存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证明合并计算。

任兴洲说：“这项政策使得缴存职工
能够尽快享受到低利率的公积金贷款，缩
短等待时间。”

另外，新政策要求，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发放率在

８５％

以上的城市，要主
动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商业银行发放住房

公积金和商业银行的组合贷款。

张其光表示，这项政策出台旨在缓解
部分城市贷款发放率较高，资金流动性紧
张，职工贷款排队轮候等现象。

投诉举报有热线资金安全定期查
新政策提出， 要全面开通

１２３２９

服务
热线和短线平台，向缴存职工提供数据查
询、业务咨询、还款提示、投诉举报等服
务。 还要求积极探索建立全省统一的
１２３２９

服务热线和短信平台。

另外，还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对各市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考核，定期进行
现场专项检查。

对此， 上海财经大学不动产研究所副
所长陈杰表示， 加大对贷款发放率低的城
市督促检查力度，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保障住房公积金有效使用和资金安全。

（新华社北京
１０

月
１４

日电）

截至８月末全国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达2.43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
１０

月
１４

日电（记者杜宇）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末， 全国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余额达

２．４３

万亿元， 保障性
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余额

４３１

亿元，

购买国债余额
６２

亿元， 资金使用率为
７０％

，结余资金
１．０７

万亿元。这是记者
１４

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的。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 全国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为
１．０７

亿人，缴存总额
７．０３

万亿元，职工
提取总额

３．４９

万亿元，缴存余额
３．５４

万
亿元。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
司司长张其光表示，住房公积金资金不
良率为

０．０３８％

，累计提取贷款风险准备
金
７６４

亿元，资金总体安全。

□链 接

支持 新华社发徐骏作

□短 评

扶贫攻坚要“靶向精准”

扶贫工作体现的是党中央、 国务
院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特别关
心。传导这一关心，必须将相对有限的
扶贫项目和资金用在“刀刃上”。只有
这样，才能切实提高扶贫成效，加快贫
困群众脱贫步伐。

实事求是地说，扶贫过程中，扶贫
资金撒胡椒面、 脱贫地区仍戴“贫困
帽”等问题依然存在，亟待解决。在扶
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阶段后，扶贫
攻坚“靶向精准”显得至关重要。

首先要做好政策宣传， 让社会各
界能够领悟好学习好中央“精准扶贫”

的精神，自觉按照中央的部署安排，紧

紧围绕中央确定的扶贫开发目标和工
作重点，抓好责任分解和工作落实。

其次， 对于诸如扶贫资金撒胡椒
面、贫困地区仍戴“贫困帽”等问题，要
制定针对性强的细化配套措施， 确保
贫困地区、 贫困人群的精准认定，以
“阳光扶贫”确保扶贫开发工作科学精
准，杜绝地方利益驱动，畸形分配扶贫
项目和资金，实现“扶真贫”“扶准贫”。

让贫困地区、 贫困群众共享新一
轮社会发展的制度红利、改革红利，不
妨以“扶贫日”设立为契机，一方面继
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一方面坚持完
善修补政策制度漏洞， 使扶贫开发工
作精准、深入推进。

（新华社北京
１０

月
１４

日电）

援手 新华社发徐骏作

□

新华社记者陈文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