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垄垄碧绿的蔬菜青翠欲滴，一棵棵挂果的果

树迎风摇曳，一栏栏健壮的牛羊悠闲食草……如今，

在湖南，不少贫困村庄的画面已切换成了一幅幅美

轮美奂的田园牧歌图。

只有产业兴旺，脱贫攻坚才能变“输血”为“造

血”，让农民实现持续增收，从而彻底拔掉穷根。

过去的几年间，湖南成功探索出了“四跟四走”

的产业扶贫新路子，即“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

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

走”。51 个贫困县建起了 72 个特色产业园，安化黑

茶、炎陵黄桃、江永香柚、临武鸭等特色产品走俏市

场，仅仅去年，湖南省就有 20 余万贫困人口通过产

业发展实现稳定增收。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省也正以产

业发展为扶贫破题——

从去年开始，贵州省紧紧抓住科技创新杠杆，在

产业扶贫中首创了“两制双返”新模式，试图啃下脱

贫攻坚“硬骨头”。贵州省科技厅先后投入近 3000

万元，在家禽和食用菌领域组建了 4 家专业合作社

和科技公司。

为了增加扶贫产业的“科技含量”，让扶贫产业

在脱贫攻坚中“挑大梁”，贵州省还把科技特派员和

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进行了无缝衔接，让科技服务

直接转化为扶贫生产力。

在贵州省惠水县好花红镇，科技特派员李裕荣

博士作为省农科院的农业信息专家，在摸清市场前

景的前提下，为当地规划了石漠化山区产业带，并手

把手指导贫困户开展佛手瓜种植及配套栽培。靠着

佛手瓜高效种植和中华蜂饲养，好花红镇的 460 户

贫困户找到了脱贫的致富路，亩产值上万元，户均增

收超过 2.4 万元，仅仅佛手瓜销售就获得 1100 多万

元的经济效益。如今，好花红镇的佛手瓜种植规模

将从 6000 亩扩大到 15000 亩，涉及贫困户达 800 户，

预计产生经济效益超过 1亿元，可让 300户建档立卡

精准脱贫户实现脱贫。

这 只 是 贵 州 产 业 扶 贫 的 一 个 缩 影 。 在 贵 州

脱贫攻坚一线，在中药材、食用菌、茶叶、畜禽等

重 点 扶 贫 产 业 中 ，科 技 要 素 的 加 持 作 用 正 日 益

凸显。

产业扶贫:“输血”变“造血”拔掉穷根

4595.6 公里，是新疆阿克苏苹果的产地与阿里

巴巴总部的距离。

去年“双十一”，仅仅半天之内，这款脆甜的冰糖心

苹果就卖出170万斤，销售额同比增长了50%。作为阿

里巴巴农村淘宝的精准扶贫项目，阿克苏苹果不仅缩

短了与外界的距离，还在一夜之间成了新晋“网红”。

“我们与当地政府共建产业基地，通过自动分选

线，确保每颗苹果的甜度统一、单果重量统一。”阿里

巴巴农村淘宝的工作人员介绍，通过产业基地的分

选，不仅能保证上市果品的着色度，甚至还能挑选出

糖心率更高的苹果。

流传于中国网络中的一个段子，只要遇到滞销

的商品，都会被配上一个质朴的农村老大伯头像，然

后辅之以文字，“大蒜滞销了，帮帮老大伯”“苹果滞

销了，帮帮老大伯”……无处不在的老大伯背后，正

是当下电商扶贫的具象。

在我国不少贫困地区，好山好水好生态孕育出

了品类丰富、品质上乘的农产品，但闭塞的交通偏远

的区位也阻碍了这些优质农产品越过山丘、走向世

界。如今，以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为代表的农村电商

正扎根于精准脱贫第一线，手把手帮助农民把农产

品变成商品，把农货变成网货，把网货变成俏货，利

用互联网为农产品插上腾飞的翅膀。

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淘宝村突破 2000 个，带动

直接就业机会超过 130 万个，尤其在西部六个省市

自治区实现了大的突破，农村淘宝已经在广西、贵

州、重庆、山西、陕西和新疆落地生根。

今年，阿里巴巴对脱贫攻坚再次“加码”，宣布未

来 5 年将投入 100 亿元到这项业务中，将探索出“互

联网+脱贫”的新模式。马云为此放出了豪言：“袁

隆平先生把亩产做到一千斤，我们互联网技术，要争

取把亩产做到一千美金……土地做了增值，农民才

有最大的机会。”

农村电商:为农货出山插上腾飞的翅膀

今年 2 月，在人民网的一项网民调查中，有 29%

的网民表示非常关注“如何精准识别脱贫对象”。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大数据集团总

裁王茜提出，可以借助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让识别

更精准，施策更科学，成效更显著，助力精准脱贫攻

坚更加高效、透明、公正。

王茜举例说，陕西省咸阳市通过借助大数据、区块

链、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部门数据安全比对，累计发现数

据逻辑问题30365条，识别问题数据25212条，指导制

定帮扶策略12512条，特别是发现有车有房、财政供养

等识别不精准问题5348条，剔除不符合要求的320人，

新识别1512人，超额完成7000余人的脱贫任务。

以往，由于扶贫、公安、民政、社保、医院、金融等

部门数据无法做到共享互通，对于贫困人口，从认

定、帮扶、施策到脱贫难以做到百分之百的精准，更

谈不上动态管理。

作为首个国家大数据试验区，贵州省立足于数

据“聚通用”，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省级政府数据统筹

存储、共享开放、开发利用的云计算平台——“云上

贵州”系统平台，为“精准扶贫大数据支撑平台”提供

了坚实基础和有力支撑。

如今，“精准扶贫大数据支撑平台”已汇聚了 13

个部门的最新数据，分散在不同地区和部门的碎片

化信息实现了“牵手”互通，“数据孤岛”被打通。只

要通过平台查询，就能知道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该平台还能实时将建档立卡

贫困户信息与 13 个部门数据进行比对,若发现建档

立卡贫困户有车辆登记、房产登记、个体工商登记、

企业法人股东高管登记等信息，将自动预警提醒。

“通过构建大数据扶贫系统和服务平台，实施数据

对比分析与综合评估，能高效解决贫困多维度、复杂

性、动态性问题以及人工识别辨识难度大、费时费力、

精准度不高等问题。”贵州省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数据+:让碎片化扶贫信息“牵手”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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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黑

“现阶段，我国农村全面

采用‘建档立卡’的方式来进

行贫困精准识别，但在部分地

区，不少农村贫困村民填写信

息的真实情况无法得到保证，

不少农村贫困户还对国家的

扶 贫 政 策 抱 着 一 种‘ 看 、等 、

靠、要’的心态，这也阻碍了精

准帮扶的识别工作。”通过大

量的农村实地调研，全国政协

委员、天津大学教授刘昌俊发

现，我国目前尚未形成针对贫

困数据的全国统一的网络和

数 据 库 ，导 致 各 地 在 贫 困 识

别、贫困帮扶工作中存在空白

点，真正贫困的人群、特别是

流动性大的部分人群有可能

得不到有效帮扶。

建档立卡，对贫困户精准识别，这将是未来实施精准扶贫的前提。

他建议通过制度完善建立精准扶贫新模式，明确精准扶贫对象界定、精

准扶贫对象识别程序等，做到“扶真贫”。

在刘昌俊看来，政府部门应根据多维度贫困精准识别结果将扶

贫重点瞄准特困地区、特困村和特困家庭，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单从

收入一维视角识别贫困从而造成其他维度贫困主体漏出现象，还能

找准贫困维度，分析致贫原因，进而做到“因地制宜、因户施政、因维

度施策”。

为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可以根据大数据多维贫困测量结果，给出

地区和农户贫困状况的排序，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地区贫困、家庭贫困和维

度贫困的程度决定扶贫资金的使用；对扶贫项目统筹安排，重点用于贫困

主体脱贫能力的提升，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与此同时，对贫困还应进行多维度测算。刘昌俊在调研中发现，基

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条件四个维度测算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要明显

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这也表明，以收入标准衡量的贫困状况低估了实

际贫困程度。他建议今后要借助大数据，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所有

家庭进行调查问卷，定量测度，录入村级多维贫困家庭数据库，并做好

动态信息管理，从而能针对性地实施精准扶贫措施，达到“扶真贫，真扶

贫”的目的。

此外，还应完善精细化管理制度，建立“一对一”扶贫到户工作制

度，落实帮扶责任人。扶贫部门对贫困户可以通过申请评议、公示公

告、抽检核查、信息录入等步骤，完善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有效识别，并建

档立卡，确保贫困人员的信息精准。根据贫困户家庭实际情况，逐村逐

户制定帮扶计划，集中力量予以扶持。

刘昌俊委员还建议要在精准扶贫中坚持做到“六个到村到户”：基

础设施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培训到村到户、农村危房改

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结对帮扶到村到户。真正把资源

优势挖掘出来，把扶贫政策含金量释放出来。

建档立卡，精准识别贫困户

无人机航拍、VR 头盔……两会期间，各路媒体

使出浑身解数，各类“黑科技”轮番上阵。殊不知，会

场之外，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黑科

技”同样大展拳脚。

植保无人机：田间地头的
“科技明星”

炎炎夏日，也是植物病虫害的多发期，植保工作

尤其不能耽误，但无论是人工背负式喷药作业，还是

地面机械施药，都会有弊端。

畅想一下，人坐在太阳伞底下进行操作，甚至

还可以闲适地喝杯茶，无人机自动打完药会飞回

到 地 面 上 …… 几 年 前 ，这 样 的 场 景 还 只 是 一 个

梦。而如今，农用植保无人机已成了田间地头的

“科技明星”。

新疆昌吉的沈雁飞便采购了几架无人机，专门

成立了一个农业植保队在北疆地区作业。“2017 年

才购买的无人机，用它打了 2.5 万亩地，一年时间就

把无人机的成本钱挣出来了。”沈雁飞说。

一飞智控创始人齐俊桐介绍，与传统人工相比，

无人机能够保证“一分钟、一亩地、一升药”的效率，

单架无人机一天作业面积能达到 500 亩，是人工效

率的几十倍；同时，无人机喷药不但不会破坏作物，

气流吹动作物后，更容易给叶子的背面施药，效果更

佳。目前，搭载一飞全天候无人机智能飞行控制系

统的无人机，实际飞行已经覆盖了包括新疆、海南、

黑龙江等 32个省、区及东南亚、韩国等近 10个国家，

在 2017年的植保作业季里，喷洒作物超过 100万亩，

使用药剂近千吨，云平台“百思智云”获取了 1.6亿条

有效数据。

随着国家土地集中流转的加速，无人机在新

疆 、东 北 等 平 原 广 阔 的 区 域 被 派 上 了 大 用 场 。

2017 年，市场上植保无人机的保有量已经突破 1

万架大关。

扶贫110：“私人定制”帮扶措施

不仅能精准识别扶贫对象，还能“私人定制”帮

扶措施？

这款“扶贫神器”不是别的，正是被称为“扶贫

110”的智慧扶贫大数据云平台。

由西安网算数据公司自主研发的这一平台凭借

大数据与云平台的完美结合，实现了扶贫信息数据

与民政、卫计、社保等部门数据互联互通。同时，利

用大数据管理平台系统，通过对贫困户一系列大数

据的分析，还能为贫困户“画像”，形成了信息采集、

数据统计、情况分析、精准管理、帮扶服务等五步系

统运作流程，致力于建立扶贫长效机制。

扶贫 110 项目负责人李煜说，网算数据探索出

了一条从基础民生数据采集、基于扶贫的数据激活

到数据应用的数据生态体系，帮助扶贫单位攻克扶

贫难题。目前，平台已在陕西省共采集了数千万条

的精准扶贫数据。

它们是这场战役的“助攻手”

代表委员谈 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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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不仅要打赢我们现在不仅要打赢，，而且而且
要打好要打好，，也有信心能够打好这个攻也有信心能够打好这个攻
坚战坚战。”。”两会期间两会期间，，国务院扶贫办主国务院扶贫办主
任刘永富面对中外媒体如是说任刘永富面对中外媒体如是说。。
刘永富所说的攻坚战刘永富所说的攻坚战，，就是就是““精准精准
脱贫脱贫”，”，这也是今年两会期间关注这也是今年两会期间关注
度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度最高的关键词之一。。

随着随着 20202020 年目标节点的临年目标节点的临
近近，，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聚焦到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聚焦到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上上。“。“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个支点，，我我
可以撬起地球可以撬起地球。”。”放在脱贫攻坚决放在脱贫攻坚决
胜决战的语境下胜决战的语境下，，这句家喻户晓的这句家喻户晓的
名言名言，，显得豪气十足显得豪气十足。。如果科技和如果科技和
创新就是这个支点创新就是这个支点，，那么那么，，在中国在中国
广大的贫困地区广大的贫困地区，，能否以此撬动坚能否以此撬动坚
冰冰，，啃下脱贫攻坚这块啃下脱贫攻坚这块““硬骨头硬骨头”？”？

全国政协委员 刘昌俊

本报记者 孙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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