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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174.htm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

十六日） 国务院同意民政部、国家经委、财政部，中国农业

银行、农牧渔业部、商业部、国家物资局、劳动人事部，教

育部《关于扶持农村贫困户发展生产治穷致富的请示》，现

转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扶持农村贫困户要贯彻自力更生

的原则，并辅之以国家和社会的积极帮助，要克服干部的单

纯恩赐救济观点和群众中的依赖思想、悲观情绪，充分调动

他们奋发向上的积极性。要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增强其自身的经济活力。这是贫困户治

究致富的根本出路。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把扶贫工作

纳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去，为贫困户发展生产

、治穷致富积极创造条件，并注意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

验深入扎实地把工作开展起来，切实做出成效。 民政部、国

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 农牧渔业部、商业

部、国家物资局、劳动人事部、 教育部关于扶持农村贫困户

发展生产治穷致富的请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

村改变了不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

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

全面发展，一部分农民开始富裕起来，大部分农民生活明显

改善，但还有一部分农民由于缺少劳力、资金生产技术，或

因天灾人祸等原因，尚未摆脱贫困境地。据不完全统计，全

国有贫困户一千四百万户，七千多万人，约占全国农村人口



的百分之九左右。如何帮助这部分农民发展生产，摆脱贫困

，走上富裕道路是一项重要任务。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指出，在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

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的同时，必须对老弱病残、鳏寡

孤独实行社会救济，对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积极扶持，对经

济还很落后的一部分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

区和其他贫困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并给以必要的物质

技术支援。这给进一步开展农村扶贫工作指明了方向。为做

好这项工作，我们提出如下意见：一、对扶贫工作要提高认

识，加强领导 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治穷致富，是党的一项

重要政策。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过去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

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农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

经济和民生活改善的形势下，做好扶贫工作能更好地促进农

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实现到本世纪末我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

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 扶持贫困户要贯彻

自力更生的原则，并辅之以国家和社会的积极帮助，要克服

干部的单纯恩赐救济观点和群众中的依赖思想和悲观情绪，

充分调动他们奋发向上的积极性。扶贫要扶本，要因地制宜

，因人制宜，讲究实效。对于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无法扶持

生产的贫困户，要实行补助或救济。 鉴于贫困户的大部分集

中居住于贫困山区、边区、少数民族地区、一部分老革命根

据地，各地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

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发〔１９８４〕１９号文件），积

极进行工作，争取尽快做出成绩。 扶贫特别是扶持烈，军属

和复员退伍军人中的贫困户，是关系到农村全局的一件大事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这项工作纳入农村经济和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中去。要有一位负责同志分管这项工作，做

好组织协调，以便更好地贯彻落实有关扶贫工作的方针政策

，使扶贫工作得到深入开展，做出成效。二、对贫困户要减

轻负担，给予优惠 （一）贫困户缴纳农业税确有困难的，应

酌情减免。贫困地区农业税减免问题，按中共中央，《关于

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发〔１９８４〕１

９号文件）规定和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 （二）贫因户个人

或集体兴办的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应按

现行税法的有关规定减免税收。 （三）扶贫贷款单列科目。

在同等条件下，对贫困户应予优先照顾，自有资金比例可以

适当降低，贷款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付不起利息的，可用救

济款或其他财力贴息补助。 （四）在收购农副产品和供应生

产、生活资料方面，应照顾贫困户并提供信息和技术等服务

，指导他们搞好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帮助他们做好植保和

家禽、家畜的疫病防治工作，吸收他们参加有关的经济联合

体。 （五）根据国家计划和有关规定，国营企业在农村招工

时，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用符合招工条件的贫困户的青年

，乡镇企业招工时应优先吸收他们就业。 （六）减免贫困户

的义务工和各种公益事业的费用。减免贫困户子女入学的学

杂费，并在助学金上给予照顾。 （七）要把扶贫与救灾结合

起来。救灾款在保障灾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可用于灾民生

产自救、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救灾款有偿收回的部分用于

建立扶贫救灾基金，有灾救灾，无灾扶贫。 （八）要调动集

体经济、群众团体和社会的力量，提倡邻里相帮、亲友相助

。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避免强行摊派和平调。 农村社会保

险事业，应当逐步走上制度化，有关部门应选择若干乡镇，



结合乡财政建设，举办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以上报

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贯彻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