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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探索 

 

脱贫攻坚要充分释放社会扶贫潜力 
 

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  湖南师大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教授、
博导  周秋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

标，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重申，要坚持大扶贫格局，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距离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时间紧迫，

任务繁重，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扶贫

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

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也就是说，扶贫仅依靠政府力量是不够的，需要依靠全社会进行脱贫攻

坚。在大扶贫格局中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扶贫潜力？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

研究。 

    大力培育多元社会扶贫主体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工作采用政府扶贫的一元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和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

除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外，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扶贫济困的民

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日益增多，社会扶贫主体多元化趋势加强。培育多元的社会扶贫主

体，有助于提升社会扶贫的地位，为政府扶贫补充力量，改变“政府热、社会冷、市场冷”的扶

贫局面。应坚持和发展国家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军队和企事业单位的定点扶贫，切实落实到户，

体现政府在扶贫中一贯的主体责任；贯彻国务院关于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的总体原则和

方针，提高对社会扶贫的重视程度，加强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工作力度；积极引导社会慈善公益

组织和非政府部门，配合基金会、信托基金，以扶贫项目为依托，发挥社团优势，助推精准扶贫

和精准脱贫；大力倡导民营企业扶贫，采用企业与县、乡、村直接对接方式，推广“万企帮万村”

结对经验，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前提下，向贫困地区输送资金、技术，吸纳就业，捐赠助贫；动

员高校院所科技人才、青年大学生、高层次人才、商界精英等公民个人在贫困地区创新创业，向

贫困地区注入新鲜血液；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科技工作者与能工巧匠的积极性，在扶贫中做好示范

和引领作用，向贫困户提供技术承包、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服务，培育新型社会乡贤；引导广

大海外华人华侨以及港澳台同胞回乡投资，结对帮扶，爱心捐赠，回馈桑梓；等等。 

    构建政社扶贫协同机制，搭建完整社会扶贫平台 

    培育多元社会扶贫主体的目的在于搞好政社力量的协同发展，努力形成强大的扶贫攻坚合

力。因此，政府应做好扶贫攻坚整体部署，将扶贫目标层层分解，注意扶贫运行的各个环节，寻

找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要抓住各个社会扶贫力量特点，实行提速和精细化管理，细化、强化、

实化具体责任，为其及时补位政府扶贫空缺创造条件。创新政社扶贫模式，挖掘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的合作方式，如加强政府与慈善公益组织以及非政府部门合作交流，明确政府与非政府部门

及慈善公益基金会的长期与短期扶贫计划，加强企业之间及民间组织之间合作，强化国内扶贫与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对接，通过召开政府与社会扶贫力量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席会议等形式，

在资金、项目、资源和信息上公用共享，达到政府扶贫、市场扶贫、社会扶贫和国际扶贫有效衔

接。 

    搞好政社力量的整合，优化社会扶贫资源配置，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社会扶贫平台。这个平

台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国家政策平台。政府在强调平等、尊重的基础上，从贫困人群的现实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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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发，以扶贫项目为核心，制定各种符合贫困地区以及引导社会组织及个人扶贫的政策，同时

做好筹集资源的计划和分配资源的标准，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二是组织动员平台。利用现代网

络新媒体技术，建立贫困信息档案，做好信息分类和牵线配对；加强对信息的管理，及时发送扶

贫信息、扶贫进度，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积极孵化和培育各种志愿服务团队，建立社会扶贫专业

队伍，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其中；动员社会专家与学者进行理论创新，集思广益，为社

会扶贫建言献策。三是社会资源平台。社会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是资金和产业，因此，可以搭建

公益捐赠平台，出台一揽子金融计划，整合各行各界社会资源，变革短期捐赠、短期帮扶模式；

打造扶贫项目，申请成立扶贫公募基金和信托基金；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中华慈善总会等影响力大、公信力强、与扶贫关联度高的基金会共同参与；等等。完整的社会扶

贫平台的建立，能够有效地将政府政策、社会动员和社会资源整合贯穿，形成一个协同运作网络，

提高扶贫效率。 

    完善社会扶贫激励机制，营造社会扶贫文化氛围 

    要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扶贫，还需要建立和落实各种社会扶贫激励机制。一是要健全

法制。尽快制定和完善激励社会扶贫的相关法律法规，比如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关

于“扶贫济困”的具体激励措施。二是落实扶贫优惠制。切实落实扶贫捐赠税前扣除、税收减免

等扶贫公益事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农业产业化及产业扶贫，在资金、贷款、融资、土地流

转及专业合作等方面给予倾斜。三是完善扶贫考核机制。对社会扶贫单位和个人进行阶段性和总

结性测评，考评结果直接与各种优惠政策的力度和物质奖励挂钩。四是建立和推广扶贫荣誉制。

政府定期对社会开展扶贫进行表彰，对扶贫工作突出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授予政府荣誉，

不断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自然，让社会扶贫潜力积极释放，还需强化社会共同认知，营造社会扶贫文化氛围。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素来注重周穷救急、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新时代应继续传承崇德向善、积善成德、

乐善好施、富而帮困的美德。当代中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为社会扶贫提供了价值观的指导。在实际扶贫工作中，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扶贫都应从传统美

德、社会意识、社会信任、榜样示范和社会舆论等方面，对扶贫构建一个“关心人、尊重人和发

展人”的良好文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