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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扶贫的必要性 
及精神贫困原因分析

王玉岳

（陇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庆阳 745000）

【摘 要】 扶贫先扶志，精神扶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具有关键意义。甘肃深度贫困地区有不少群众在
脱贫之后又返贫，其根本原因在于精神层面的匮乏和贫穷思维的限制。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思想改
变了，才能从根本上除掉穷根，治好穷病。精准扶贫应当从思想上去帮助，建立数据库，并针对相关问
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每家每户都做到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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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从内心里乐当贫困户、争当贫困户，认为只要自己

“保住贫困户”，就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政府的各种救济，

比自己苦心经营的日子要好过得多。这些顽固不化的落

后思想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甘肃省总共有 58个集中连片特困县，其中 40个县
区属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任务艰巨。一些

贫困村、贫困户通过政策资金扶持、项目产业实施、技

术知识扶贫、改变思想观念意识甩掉贫穷帽，逐步走上

了致富路。然而，有的贫困村、贫困户之所以多年来扶

而不起，帮而不富，甚至越扶越贫，是因为他们存在脱

贫动力不足、意愿不强，缺乏一种精神，一种理念。要

知道，不思进取、人穷志短以及精神贫乏比什么都可怕。

一部分贫困群众的思想顽固，没有丝毫的上进心，没有

劳动技能，既不学习，也不参加政府组织的培训，认为

能不能按期脱贫，那是政府的事儿，那是扶贫干部应该

操心的事儿，自己只需“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

小康”；还有一小部分“贫困老赖”想法设法的保住“穷

帽子”，打听到扶贫干部要上门，提前把家里的牛羊赶到

别人家的圈里，转移财产。所以像这样的贫困户完全不

是没有脱贫致富的能力，而是缺乏脱贫致富的进取心和

勤劳实干的精气神，普遍存在着“等、靠、要”的依赖

思想。阻碍了脱贫攻坚工作的进程，所以消除贫困户的

精神贫困刻不容缓。只有积极开展精神扶贫，才能够从

根本上消除贫困。

1.3 精神扶贫是坚定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信念的必
然要求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缺少一种志气和精神贫乏。物质上的贫穷只是暂时的，

精神上的贫穷却是长期的，精神上的贫穷才是真贫穷。

要通过政府积极宣传和干部谈心谈话，使贫困群众真正

相信一个人只要身体健康，四肢健全，就可以靠自己创

造财富。我们的双手就是最大的财富，我们可以靠它来

打拼，来改变现状。有党的惠农强农好政策，只要有吃

苦耐劳、勤奋向上的精神就一定能够摆脱贫困。

精神扶贫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要彻底摆脱贫困，首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也是脱贫攻坚战决胜之年，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将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的认可、经得起

历史的检验，就需要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尤其是

必须要做好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治穷要先治愚，扶贫要

先扶志。因此，必须把扶贫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

既要重视物质的“投入”，又要重视精神的“投入”。没

有农民精神的“脱贫”，便不可能有物质脱贫，扶贫工程

就无法达到预定的效果。

1  甘肃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精神扶贫的必要性

1.1 精神扶贫是推进脱贫攻坚战略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承诺：确保到 2020年在我国现

行标准下使得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所有的贫困县全

部摘帽，要彻底解决区域性的整体贫困。而要做到这一

点，对于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来说，在开展脱贫攻坚战

的实际工作中，不但要做好物质扶贫，而且还要做好精

神扶贫。真正想要打赢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战，必

然要高度重视精神扶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扶贫

成果，促进减贫脱贫成果长效稳定，促使甘肃深度贫困

地区早日实现整体脱贫和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

1.2 精神扶贫是彻底消除贫困群众“穷根”思想
的必然要求
精神贫困是物质贫困的直接后果和人文表现，同时，

又是物质贫困产生的主要根源。精神贫困是对理想信念

淡化、内心世界空虚、不思进取、生活情趣不高等现象

的一种比喻。精神上的贫穷表现就是没有目标和寄托，

不知道生活是为了什么、为了谁或自己想要什么，浑浑

噩噩，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和激情，因为没有目标和

寄托，所以做事也不存在什么努力。

实践证明，物质上的贫困并不可怕，而精神上的贫

困更加可怕。在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的一些困难群众多

年来扶而不起、帮而不富、助而不强，缺乏艰苦奋斗精

神和积极上进的信念。有的贫困群众好吃懒做，不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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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就是实现精神脱贫。解决好精神层面的问题，就会

真正激发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就会激发出贫困群众的

创造性和主动性，变被动救济为主动脱贫，提升自主脱

贫能力。

1.4 精神扶贫是实现稳定脱贫的必然要求
党中央号召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并不是实现一时的

脱贫，而是要实现持久的稳定脱贫，即贫困户实现脱贫

之后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再返贫，也就是说除了一小部分

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需要靠社会保障维持基本生活

之外，其他的贫困户脱贫之后，当出现各种自然灾害和

家庭变故时，能够正常应对，不会再次返贫。实践证明，

通过物质救助实现的暂时脱贫，往往随后又会出现返贫

现象，完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因此，政府必

须得想办法既要扶志，又要扶智，通过宣传教育、引导

帮扶和谈心谈话，通过实用有效的项目带动，激发困难

群众实现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使他们彻底转变思想观

念，振作起来，积极上进，充满干劲，“撸起袖子加油

干”，才能真正甩掉贫困的帽子。

2  甘肃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精神贫困的原因

2.1 部分输血式的扶贫政策导致出现精神贫困
现象
在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过程中，部分干部思

想认识不到位，主要通过物质给予和经济救济暂时来解

决贫困户的脱贫问题，忽视了精神扶贫，最终导致一些

贫困群体只是暂时实现了物质脱贫，实质上精神仍旧贫

困，一些人好逸恶劳，好吃懒做，一味地“等、靠、要”

思想比较严重。这几年，“干部在干，贫困户在看”等现

象屡见不鲜。一部分群众自身具备脱贫条件却拒不主动

脱贫，最终造成其他贫困户甚至也受到这些“懒汉”的

影响。

2.2 扶贫过程中部分不公正做法促使出现精神贫
困现象
甘肃省个别深度贫困地方在建档立卡初期，部分乡

镇干部和村干部把贫困户指标偷偷划拨给一些本不怎么

贫困的亲戚和朋友，或者部分干部把贫困户指标当作发

财工具，收到好处才给予，这些现象产生了非常糟糕的

后果，导致出现民众“争当贫困户”“我是贫困户我骄傲”

的心理和现象，严重影响了脱贫攻坚战的推进速度。

2.3 传统思想糟粕的影响和教育的欠缺致使出现
精神贫困现象
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普遍是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

地位，教育相对落后，村民受教育程度不足，文化水平

低，受阶级的局限性和小农意识的影响，目光短浅，追

求较低，得过且过，安于现状，缺少脱贫的内在动力，

缺乏脱贫的志气，内生动力不足，消极畏难，不求上进。

3  促进甘肃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精神脱贫的建议

3.1 要由输血式扶贫转化为造血式扶贫
古语云：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

用。脱贫攻坚战不是要解决贫困群众的当前贫困问题，

而是要彻底地使他们摆脱贫困落后的窘境，这就不能仅

靠输血式扶贫，还要“授人以渔”。要靠产业和项目带

动，以具体的致富措施吸引群众，让他们能够看到通过

自己的努力就能够真正脱贫致富的美好远景，鼓励和引

导困难群众积极加入当地政府倡导的脱贫致富项目中来，

给予相应数额的扶贫贷款，并进行业余培训，让他们掌

握一定的技术，增强贫困地区群众的自我“造血”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物质脱贫和精

神脱贫。

3.2 营造公平正义的扶贫文化氛围，加强过程监督
在扶贫过程中，要想破解盲目攀比等不良倾向和

“等、靠、要”等顽固思想，政府就要着力建设公平公正

的大环境，建立透明公开的帮扶工作机制，真正做到扶

贫账目公开、流程公开，坚决杜绝出现一些扶贫干部因

私情、因受贿而将建档立卡贫困户指标分配给本不怎么

贫困的居民，导致其他群众极度愤慨或者对脱贫致富丧

失信心，进而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要加强扶贫资金和

救济过程监督，使当地最困难的群众能够得到真正有效

救济和扶持 。
3.3 加强宣传引导，提升教育培训水平
要解决困难群众的精神贫困，必须要抓好文化扶贫，

提升人文自信、重塑进取之心、重拾生活信心。首先，

要挖掘当地以前曾是贫困户而现在实现勤劳致富的典

型事例，形成榜样力量和示范效应，引导贫困群众转变

“等、靠、要”的思想，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决心和信

心，营造在脱贫致富 “比、学、赶、超”的良好社会风
气，对贫困群众形成正向激励，让大家看到希望，树立

信心，觉得小康生活是“触手可及”的梦想，并不是遥

不可及的幻想，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其

次，要让先富带动后富，让那些模范典型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带领大家共同脱贫致富奔小康。最后，要加强深

度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让当地儿童接受更多、更优质

的教育。同时，还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培训力度，开展

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措施，通过开发适合当地生产和符

合市场需求的产业和项目，为他们增添脱贫新技能、强

化脱贫新保障，尝试培养新时代的新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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