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 
第 2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9 年 4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0 

Economics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肖飞 
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DOI:10.32629/ej.v2i2.136 
 
[摘  要] 解决农民问题是我国生产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环节,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等一系列发展现状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目前,诸多有利于农村恢复生产建设的政策条件已经有所落实,部分地区得到相应的改善,但总体来看许多农村仍然面临着贫

穷的境地。为此,精准扶贫理念应运而生,它是总书记、党中央对农村地区的未来展望,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

随着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我国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有部分农村处于贫困状态。目前,国家大力推

行精准扶贫战略,这对改变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基于此,文章从精准扶贫的内涵入手,分析了当前农村地区经

济发展的限制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通过精准扶贫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希望为我国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农村经济

发展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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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在中央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党委以农

民增收、农业增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重点,狠抓农村

各项增产增收措施的实施和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促使农村

生活状况不断改善,农民收入大幅提高,但仍有部分农民的

生活还很贫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扶贫工作的开展和农民生活状况

的改善。 

1 精准扶贫综论 

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之下,不断缩短城乡间的经济发展

差距,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支农惠农政策,农村经济的发展

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地大物博,作为农业大国,农村

的发展占据着重要性的地位,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发展战略的

提出,农村经济的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精准扶贫在农

村经济的发展中,是相对于粗放扶贫来说的,它是根据农村

地区的不同贫困程度,根据导致每家每户致贫的不同实际情

况,利用科学、合理、有效的方法对贫困家庭进行扶贫工作

的开展,采用精准帮扶、精确管理的扶贫形式。精准扶贫工

作的有效开展,是我党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同时也是有效实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

要举措,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是提高我国

综合发展实力的有效保障。 

2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2.1 劳动力现状。我国农村劳动现状呈现出这样一种态

势：劳动力越来越多,但是利用率相对来说较低。通过实际

调查可以发现,进城打工的农民数量日益增多,目前相关的

农民工政策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与落实,但是不容忽视的一

个问题就是技术能力差,多数农民只能从事一些粗放工种,

薪资待遇也不是特别理想,回家待业人员很多,便成为了闲

散人群。除此之外,农民一年真正的务农时间较少,用于娱

乐、消遣、或是打工的时间冗余过剩,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得

到 大程度的释放。 

2.2 基础设施发展落后。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当中,

很多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限制,农业活动发展受

到限制,许多农村地区依然是需要靠天吃饭,不仅粮食作物

收成难以保证,而且农民农业活动开展的经济效益发展受到

限制。农业基础设施发展相对落后,交通、水利等方面都不

够便利,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虽然国家近些年来加大对

于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

展与国家整体的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然不能够适应当前农业活动的发展

现状。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大力支持之下,农村在开展经济活

动的过程当中,大力发展交通事业,但是,这些精准扶贫项目

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中尚未得到有效的普及,难以满足农村经

济日益发展的当前现状。 

2.3 教育、消费现状。教育方面来看也是不太乐观的。

首先城市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多,主要劳动力多为父母一辈,

孩子只能和老人相依为命,也就是所谓的“留守儿童”。有些

父母很长时间都不能回家一次,孩子从小就缺乏父母管教；

另一方面,农村校园师资建设力度差,学生的学习需求很难

得到保证,种种原因致使多数农村教育水平不达标。消费方

面来看,有些农村地区缺乏市场,农民想要购物往往要到县

城,出行十分不便。同时,许多农民面临的问题就是“买得起

车、养不起车”,燃油费高致使车辆处于闲置状态。此外,

部分市场货物种类单一,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也是整体消

费水平较低的一大原因。 

3 精准扶贫下的农村经济发展举措 

3.1 加强扶贫工作的重视力度。扶贫工作的开展,是贯

彻落实民生工程的重要举措,因此,地方政府的各级领导应

当不断加强重视力度,将精准扶贫不断落实到农村经济发展

的实际当中,不断健全组织体系,将精准扶贫开发项目落实

到每一位领导负责人的身上,可以成立精准扶贫的相关工作

专业小组,实现层层监督,明确各部门的责任,为精准扶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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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开展提供保障。除此之外,应当针对农村经济活动开展

的实际情况,开展帮扶,将帮扶明确落实到贫困地区的县级

负责人的身上,同时召开扶贫工作专题的动员大会,对扶贫

工作进行明确的部署,使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能够为农村经

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3.2 加强精准扶贫项目规划。(1)信息化管理模式的构

建。为加大脱贫力度、切实解决农村贫困现状,某县提出了

以信息化管理模式为主的贫困建设项目,系统搭建后,贫困

资料第一时间反馈进来,使精准扶贫更具有针对性、目的性,

确保全县扶贫工作顺利进行。(2)扶贫搬迁的推行。某县在

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协同配合下,积极倡导扶贫搬迁项目,

加快落实推动,并制定了该县扶贫搬迁工程的具体措施制度,

结合农民意见进行实地考察,做好房屋工程,使贫困人民的

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3)为贫困人群建立红色

乡村家园。乡村家园以“红色”为主题,是推行红色教育、

宣传红色文化的重要保证。目前,该县重点开发当地红色旅

游资源,实现资源开发带动经济增收的效益目的,各项基础

设施修建到位,为贫困人家带来了更多地福音。 

3.3 完善各方面保障措施。一是制定相关保障性政策。

为确保精准扶贫工作做到有章可循,促使各项工作取得实

效,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结合本县实际,研究

制定《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驻乡(村)扶贫工作队员管理办法

(试行)》和《禄劝县“挂包帮”结对帮扶工作考核办法》等

一系列工作制度,形成用制度管理人、约束人的工作氛围,

既充分调动了驻村工作队员和挂包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

性,也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同时,县委、县政府结合“六

个百家”,即进百家门、吃百家饭、结百家情、解百家难、

励百家志、圆百家梦的“百千万工程”,把“挂包帮”、“转

走访”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让扶贫驻村工作队员能够下得

来、留得住、起作用,让他们体验到帮扶的快乐,感受到帮扶

的成就。 

3.4 引进人才。与此同时,贫困地区当地政府可以根据

当地农业的发展特色有效引进外资,不断拉动贫困地区的经

济增长,例如,针对当地大力发展养殖业的发展现状,地方政

府可以让当地农民进行养殖技术的培训,吸引一些专业的养

殖技术人才深入基层对农民传授一些养殖方面的技术,以及

一些关于养殖的疾病预防控制技术,此外,可以根据农民生

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对贫困农村地区农民进行多种培训项目

的开设,例如,果树栽培技术、农艺生产技术、钢筋水泥建造

技术等等,不断提升农民自身素养的同时,能够有效的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此外,政府应当对农民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

对农民发放贷款,鼓励贫困地区农民能够结合当地的发展优

势积极进行创业,同时借助精准扶贫的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

能够将发展农业的资金发放到农民的手中,做到真正意义上

的精准扶贫。同时不断引进人才,鼓励大学生回家乡进行创

业,将大学生所学习的先进生产技术不断反馈给家乡,以此

来拉动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增强农民的实际购买力,为农

村经济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将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积

极意义充分的发挥出来。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章以“精准扶贫”为出发点,分析了我国农

村现存的种种问题,并提出有关建议。“精准扶贫”政策的提

出,标志着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了高度重视,农民的生活水平

将会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精准扶贫”这项伟大的工

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因此需要相关人员给予足够重视,

结合实际开展具体工作,为今后的扶贫工作铺平垫稳。总而

言之,精准扶贫工作是一项顺民心、应民意的重要民生工程,

需要各级政府、部门下大力气,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将实事办

好,将好事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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