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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也是南疆高校的责任。在打
赢脱贫攻坚战中，高校需要发挥自身优势，选派专干负责具体扶
贫工作。南疆高校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派驻扶贫专干到定点扶贫
县（市 、区）工作，对聚力攻坚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动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在明确职责扮演专项角色上具有必要性
高校干部一般事务较多，对于扶贫工作难以全面兼顾，向

定点贫困地区派驻扶贫专干有利于高校参与扶贫攻坚工作的具体
落地，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力量，在专项推进、专人负责方面具有
必要性。南疆高校向定点地区派驻扶贫专干具体负责如下工作：
一是贯穿落实中央扶贫政策，参与制定该地区扶贫开发的具体措
施；二是指导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工作，并总结推广扶贫开发工作
中的典型经验；三是协调解决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四是
与贫困地区政府共同规划扶贫开发项目，并做好项目组织、实施
和协调工作；五是按照扶贫资金、物资的管理使用办法，监督扶
贫资金和物资的使用。 在这个过程中，扶贫专干需要扮演好四个
角色。一是协调员，做好高校与贫困地区的沟通衔接工作，起好
桥梁纽带作用；二是指导员，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的各项工作，给
予大力指导和引导；三是宣传员，积极开展一系列政策、法纪的
宣讲，激发当地群众主体作用。四是战斗员，主动担当工作，积
极为发展献言献策，助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2  在加强贫困地区政治建设上具有必要性
高校选派扶贫专干经过严格的程序，大多是高校的骨干力

量，政治素质较高，对提高贫困地区政治建设具有必要性。一般
而言，高校选派的扶贫专干第一书记大多从事过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或党建工作，甚至有的担任过党的具体职务，对党建工作十分
熟悉，理论水平较高，语言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较强，善于

“因材施教”，在贫困地区开展好组织生活，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把“党建+扶贫” 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把村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
战斗堡垒。此外，扶贫专员有助于贫困地区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
能够运用自身工作经验，促进贫困地区公开、公平、公正， 依法
依规办事，建立健全有关会议、议事、决策等各项制度， 用制度
管事，用制度管人，极大推进当地依法办事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3  在深入群众架起沟通桥梁上具有必要性
高校的扶贫专干可以在高校和贫困地区的信息海洋中有效提

取有用信息，高效开展供需对接，在校地沟通中具有必要性。
因此，扶贫专干需要彻底摆脱“机关病”，到贫困地区后需
要下基层了解实情，到群众中去了解实需，发挥吃苦耐劳、艰
苦奋斗的作战精神，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作风，
加强校地沟通的高速通道。高校扶贫专干要做贫困地区需求信
息的“有心者”，善于发现校地双方的资源和需求信息，对
于高校核心资源，贫困地区扶贫开发路径，群众呼声最急切的
问题等，都需要用心地去发现，掌握关键信息，高效开展沟
通。高校扶贫专干要做贫困地区需求信息的“提炼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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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派驻扶贫专干到定点的扶贫地区负责开展具体的扶贫工作，是高校参与脱贫攻坚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之

于扶贫工作的切实落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扶贫专干在扶贫工作的中的必要性，认为这一角色在落实扶贫职责、强

化校地沟通、整合各项资源方面具有极强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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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扶贫工作要求，分清轻重缓急，提炼出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信
息，及时架起校地双方的沟通桥梁。高校扶贫专干要做贫困地区
需求信息的“整合者”，通过深入的实地调研，了解掌握贫困地
区各项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收集政府和群众的措施意见，立
足全局进行信息整合。高校扶贫专干要做校地双方供需的“实现
者”，整合校地双方的资源，加强沟通协调，跟进问题推进落实
进度，切实将信息沟通的结果落地实处，促进扶贫工作开展。

4  在发挥优势整合多项资源上具有必要性
贫困地区群众知识文化水平较低，高校扶贫专干可以结合

自身教育优势，整合合理资源，点对点拉动技术扶贫，因此高校
扶贫专干在资源统筹协调上具有必要性。一般来说，高校扶贫专
干可以有效对接如下资源，对贫困地区扶贫工作形成良性支撑。
一是教育资源。联系高校为贫困地区的干部、教师开展继续教
育、举办各类专项培训班、群众性讲座等，通过搭建平台，联系
专家、教授等方式，切实发挥高校之于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功
能。因为扶贫专干了解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因此组织的教育培训
更加“接地气”，能够精准识别地方需求。二是科技资源。联系
发挥高校科研作用，为贫困地区农业实用技术开发、产业技术改
良、村镇发展规划等提供科研支持。三是校友资源。这一资源力
量强大，可借助高校校友力量，为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提供便利，
解决贫困落后地区资金欠缺，发展受限的问题。四是社会资源。
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的良好的社会声誉 ，可以通过对
高校结对扶贫的宣传，在贫困地区形成良性辐射 ，从而协助在
当地借助资源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例如整合社会公益基金资源，
通过高校的信誉保证，结合本地的需要帮扶的实际情况 ，联系
会社上的基金会对地方形成项目资助。此外，高校扶贫专干可以
整合贫困地区高校资源，通过地方高校间接地来帮扶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 。例如建设形成“校（南疆高校）——校（贫困地区高
校）—— 贫困地区”联合模式，为致力于地方扶贫发挥更大的
功 效 。

5  结语
综上所述，南疆高校派驻扶贫专干到定点扶贫地区开展扶

贫工作具有极强的必要性，有利于明确职责，专人负责，将
精准扶贫落到实处，有利于加强当地政治建设，有利于深入群
众、体察疾苦，加强校地沟通，有利于统筹各项资源，将扶
贫具体措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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