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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上苏州市的沙洲县历史上 曾是一个贫困县
。

近年来
,

由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兴

起
,

生产水平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沙洲县成了全省乃至全国有名的富裕县
。

今 年 2

月
,

我们就该县农村在扶贫脱贫方面情况进行了调查
,

对在脱贫后的富裕县中如何解决社会

保障问题有了初步认识
。

该县确定的贫困户的基线是人均生活水平 2 50 元以下 (个别 30 0元以下
,

但家底差的户也

包括在内 )
。

他们的生活基本状况是
:

吃无隔夜粮
,

穿无四季服
,

住房不安全
,

没 有 零 用

钱
,

经常要求救济
。

据县民政部门估计
,

全县贫困户总数约占总农户 数 的 3
.

5一 4%
,

,

全 县

19 5 5年度累计扶贫数6 , 5 0 8户
,

脱贫 4 , 4 9 5户
,

尚余 2 , 0 0 0户
。

该县三兴乡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及普遍意义
。

该乡人均生活水平在全县 居 中 等 偏

下
,

全乡土地面积为 3 1 ,
3 0 0亩

,

农业户 1 0 , 5 6 7户
, 3 4 , 2 7 6人

。
19 8 5年

,

全 乡工农 1业总产值达

10 0 ,

00 2 ,

28 5元
。

人均收入为 60 5元
,

比全县人均收入水平略低 (全县人均收入为 6 50 元 )
。

与

以前相比
,

三兴乡农民的生活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
,

一部分人开始富裕起来
,

有些达到了小

康生活水平
。

但仍有一部分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存在着困难
,

有些甚至缺吃少穿
,

无 房 坛

住
。

据调查
,

全乡现有困难户 5 64 户
,

占总农户的5
.

5%
。

这些困难户中
,

目前 已断粮的 3 户
,

统销粮卡上有粮无钱购买的 18 6户
,

无房居住23 户 (包括住在生产队公房的 )
,

房屋危险急需布

理的 72 户 10 5间
。

这些特别困难户占全乡总贫困户的 85 %
,

他们的人均收 入 只 有 1 4 8
.

9元
。

分析 以上贫困户的贫困原因
,

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儿种
:

(一 ) 人 口多
、

劳力少 ; 家底薄
、

经济负担重
。

这是三兴乡现阶段农村贫困户的纂本类

型
。

据统 计
,

这类困难户共 18 0户
,

约占贫困户的 32 %左右
。

往往是家里老的老
、

小的小
,

承

包责任田以后
,

缺少劳力耕作
,

入不敷出
,

难以维持生计
。

(二 ) 主要劳动力长期生病或残废痴呆
,

这种类型的贫困户全乡有 16 4) 劲
,

约占贫困户总

数的30 %
。

(三 ) 因天灾人祸 (如暴风雨造成房屋倒塌损失严重
、

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等 ) 造成的

贫困户共计49 户
,

约占困难户总数的 5 %
。

(四 ) 鳃寡老人生活难 以自理
,

缺少收入
,

无劳动能力
。

全乡 60 岁以上的无直系亲属或

有子女但又难以依靠的老年人 12 4户
,

约占总困难户的 22 %
。

据调查分析
,

这类贫困户 主要

有三种情况
:

一是无依无靠
,

年老体弱
,

确实又无力耕种责任 田
,

全乡现有 39 户
。

二是有依

无靠 (包括有儿子
,

而儿子也是困难户的老人 )
,

全乡有 1 24 户
。

有些是有女无儿
,

而
_

Ll 女儿出嫁

在外
,

无力赡养或难以直接照料老人的生活
。

三是有依有靠
,

他们有儿有女
,

但儿女不 子赡养
。

(五 ) 缺乏合理计划安排
,

坐吃山空
。

在三兴乡
,

吃光用光的懒散户只有 1。户
,

占全乡

困难户的比例不大
,

但仍然是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

根据以上情况
,

我们认为
:



(一 ) 即使在农村的富裕地区
,

社会保障问题也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 “ 双扶

”

工作不是权宜之计
,

不仅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

还有着实现共同富裕的深远意义
。

扶贫工作

已开展了好几年
,

成绩卓著
。

三兴乡几年来累计扶贫 4 73 户
,

已脱贫的 4 52 户
,

约占9 5
.

5%
。

一些贫困户经过扶持以 后
, 开始走上富裕之路

。

可见扶贫工作抓与不抓效果大不 一 样
。

然

而
,

至今仍然有些同志对这项工作认识不足
,

对扶贫工作缺乏有力指导
。

有的只 把 劲 使 在

“
锦上添花

” 上
,

忽视了
“
雪中送炭

”
工作

。

扶贫工作具有社会性和综合性
,

除了国家给子

政策优惠和一部分资金支持外
,

更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

积极开展扶贫工作
。

(二 ) 实践证明
,

依靠乡村集体力量
,

大力发展乡村企业
,

安排贫困户劳动力进乡村企

业
,

是扶贫的有效措施之一
。

乡办企业应立足小型多样
,

充分利用和发展本地资源优势
,

要

从事生产周期短
、

见效快的项 目
,

要不断提高企业 的经营管理水平
,

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能

力和应变能力
。

(三 ) 积极办好 民政福利企
、

事业
,

是帮助
“ 四残

” 和鳄寡老年人摆脱贫困的有效措施
。

沙洲县乡乡办起 了福利工厂后
,

使 2 , 7 04 名有一定劳动能力的
“ 四残

” 人 员 就 业
,

这 些 原

来的家庭累赘
、

社会的负担
,

变成了为社会创造财富的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由于福利工厂的

兴起和发展
,

全县采取
“ 以厂养院

” 的办法
,

乡乡办起 了敬老院
,

使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老年人摆脱 了贫困
。

我们认为
,

建立养老院不应一哄而起
,

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

适宜集中

供养 的
,

就由敬老院负担起这些老人的生活
;
适宜分散供养的

,

就应分散到农民家中
,

由国

家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
。

这样既解决了鳃寡老人的生活问题
,

又可以节省修建敬老院及敬老

院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等项开支
。

(四 ) 社会保障应讲究效率和效益
,

重视资金的合理使用
。

应该尽量加速资金流转
,

发

挥双倍甚至多倍的功用
,

减轻国家负担
。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
,

由于资金的周转快慢制约着扶

贫效益的高低
,

直接影响到扶贫投资总量的大小
。

所以
,

各级民政部门一定要重视监督指导

资金的使用方向
、

使书重点及使用项 目
,

要重视智力投资和文化素养的提高
,

重视科学知识

的普及
,

这样才能由单纯的救济转向扶持发展生产
,

从根本上治穷致富
。

(五 ) 对各种类型的困难户要登记造册
,

建立档案
。

使业务部门和领导干部心中有数
,

避免看面子给救济或会喊会闹的户得救济
,

而老实的贫困户分又不得的情况
。

也可根据登记

情况
,

分析各类贫困户 的贫穷原因
,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扶贫脱贫的具体措施
,

对症下药
。

总之
,

三兴乡农村贫困户的状况和类型是有代表性的
。

它是今天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新

时期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新问题
,

也是可 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及各级组织采取对策予以解

决的一大社会问题
。

沙洲县通过几年的扶贫实践
,

己走出了一条路子
,

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

制度
,

但发展还很不平衡
。

应该记住的是
:

共 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

也是农村改革要实现的根本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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