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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化技术与脱贫攻坚
信息化是以现代通信、网络和数据库技术为基础[1]，将研

究对象的各类数据收集到数据库中，供个人工作、学习、决策
等行为使用的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这种技术可以
提高这些行为的效率，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为经济发展提供
重要的技术支持，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技术在计算机、移动通信设备、互联网、电子设备中进
行体现。

信息技术是当前脱贫攻坚中的一种迫切需要、相关性强和覆
盖面广的技术支持手段，用于制作关于消除贫穷的信息，支持
扶贫体系和政策的设计。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政府建立一个
包括应用系统、硬件保障系统、支持系统等要素的综合信息扶
贫体系。该系统的推出将进一步促进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发
展，提高贫困地区信息化建设和管理水平，提高贫困户利用信
息资源的能力，同时也将信息技术应用到教育、医疗、农业、
旅游等更多领域。

2  信息化扶贫模式探讨
2.1利用信息化技术精准定位扶贫对象
通过信息化建设一卡通，可以加强对贫困人口的精准监测和

动态管理，以某贫困县为例，在精准支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利
用电子信息平台的优势，向贫困人口进行告知，实地考察和走访
中收集到的资料，通过信息化系统进行录入，并分析贫困现状。我
们还可以充分了解贫困家庭的贫困状况、贫困的主要和次要原因、
援助责任人，并以电子二维码的方式，显示贫困状态，为各类相
关部门提供更全面、及时的数据，为后续工作提供指导。为贫困
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保障，有助于开展脱贫攻坚，实现定向扶贫[2]。

2.2信息化加强扶贫专项资金的管理
创建信息平台，可以充分发挥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的计划性、

正确性和有效性，促进贫困地区资金拨付和项目衔接，实现资金
从分配、规划、管理到落实的全过程监控，加强分配直至使用全
过程记录，跟踪扶贫资金流向，相关部门可实时掌握资金流向，像
快递一样，公开透明，这样的制度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特殊手段
脱贫，呼吁政府用好每一分钱，防止腐败发生。

2.3信息化促进就业
政府在分析贫困原因，筛选贫困家庭因就业问题之后，获取

到改善贫困家庭的基本情况和信息（包括工作准备情况）后，可
以整合信息系统中的贫困人口信息，通过这个信息平台，用人单
位可以根据所聘岗位的实际情况和贫困人口的工作意愿相互协调。
在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进行网上面试，提高招聘效
率，实现精准对接，为员工提供独特的就业体验，另一种方式是
企业在平台上发布招聘信息，被录用的员工会对信息进行审核和
修改，找到自己中意的公司进行面试和就业，充分尊重自己的意
愿，以满足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需求。针对当前疫情引发的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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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脱贫攻坚战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避免贫困地区再次陷入贫困。同时，还必须解决
反复出现的贫困问题。脱贫攻坚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努力，任务长期而艰巨，早期政府的脱贫攻坚工作通常局限于实地调研、房屋巡
查和纸质记录，了解脱贫攻坚项目。扶贫资金管理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扶贫项目进展情况不能实时反映，导致扶贫效果低下。
在新时代，加强脱贫攻坚监测，在就业、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精准脱贫，利用信息技术支持脱贫攻坚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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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现象，一些地方还开发了员工交流平台。这种所谓的互动，是
指由于各种原因暂时失去工作的员工，可以保留原员工的身份，
允许其在另一家公司工作，两家公司可以在共享平台上进行信息
交流，确保员工不失业。一旦员工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可以回到
原来的公司继续工作，这样临时失业者就不会失业。这种高度创
新的方法，考验着企业间的信息流通机制和沟通效率。信息技术
的使用，使得创建就业信息共享平台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企业
之间的沟通效率，减少了潜在的贫困现象。信息技术帮助政府通
过市场经济促进就业，实现了“一加一等于三”的良好效果，解
决了贫困人口的求职难问题，也解决了企业招工遇到的困难，有
效实现了企业与贫困户的双赢，也减轻了政府的脱贫压力，支持
扶贫任务的推进[3]。

2.4互联网+助力产业发展
互联网有助于农业生产。互联网不仅在帮助农业高效生产、

销售现有农产品，农民还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将农产品销售到
全国，实现网上销售。村民可以通过现在的直播产业推广自己的农
产品，通过优质农产品吸引人们的消费。农民可以监控实时培养物
的生长情况，通过互联网和卫星遥感技术估计产量，为可能出现的
问题做好准备，为农产品的收割提供技术支持。互联网促进旅游业
发展，一些贫困地区转变发展方式，投身旅游业发展，因地制宜，
探索自身生态特色和效益，帮助农村地区摆脱贫困。

互联网有助于创新和创业，互联网资金可以为穷人开辟绿色
创业通道。对于已通过贫困证明的贫困户，在相关政策的保护下，
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可以向其发放小额贷款，为其创业提供资金
保障，同时规避一些风险[4]。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利用互联网
发展电子商务和其他新兴产业，利用互联网接受相关培训，在支
持创办新型企业，努力消除贫困。

3  结语
信息技术为与贫困作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先进的信息系统

帮助政府应对贫困治理，如资金管理、就业问题、产业发展等。另
一方面，信息技术促进了教育、医疗、旅游、旅游等领域的脱贫
发展，通过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为减轻当地贫困提供巨大帮助，
防止新贫困的回归，并将消除贫困与振兴农村地区的战略联系起
来，将成为未来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刘平,雷励,刘淑妮.大数据时代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途径

分析[J],档案天地,2020.10.
[2]解慧,汪中元.信息化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用的现状[J].现

代农业研究,2020,26(10):99-100.
[3]张妍,魏东,郭小红,肖成年.深耕细作,信息化扶贫结硕果

[J].中国电信业,2020(09):46-48.
[4]李宏伟,张丽娜.村级扶贫档案信息化建设研究[J].现代信

息科技,2020,4(15):140-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