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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2%、16.37%、142.93%、68.90%，农村低收入户的

四种收入来源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工资性收入、

转移净收入贡献值达80%以上，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

仍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各种途径鼓励引

导群众外出务工及就业、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大社

会保障力度等成效呈现。同时，经营净收入虽然呈现增长

态势，但其贡献值有所下降，侧面反映了人均耕地较少，

规模经营难度大，农村低收入人口呈“非农化”倾向。

甘肃农村低收入人口规模估算

以2021年为例，按照甘肃农村低收入户占全部户数

20%，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20元，占甘肃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1.51%，推算甘肃农村低收入人口约为230

万人，但与国际通常相对贫困标准下限（40%）不符。以

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测算，

二者均值为5335.57元，占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67%，推算甘肃农村低收入人口约为350万人。人均

消费支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也是衡量居民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但若入不敷出，谈不上生活

富裕，故以居民可支配收支比值大于1为标准测算，甘肃

农村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可支配收

支比值分别为0.38、0.77、0.91，且低收入者收支缺口

较大，推算农村低收入人口约690万人，约占甘肃农村

总人口的50%左右。综合推算甘肃农村低收入人口在230

万～690万左右，这与2021年甘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人口的152.9万人还有很大距离，也是甘

肃发展最大的现实困境，需要国家层面给予大力支持。

现阶段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内在机理

（一）帮扶目标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

帮扶对象逐步向农村低收入人口转变，帮扶的基本目标

也随之适应性调整。短期目标就是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基础上，建立健全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

机制，坚决防止返贫和新增贫困，进一步完善农村低收

入群体的增收、保障等体系，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

缩小城乡差距。长期目标就是在短期目标的基础上，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

（二）帮扶主体

农村低收入人口不仅包括脱贫人口、边缘人口，以

及低保户、五保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等，还包括未纳入

以上范围但支出困难家庭、困难农民工等群体。其涉及

范围更加广泛，类型更多、数量更大。需要建立完善以

政府为首要责任主体、社会力量、家庭等共同参与的多

元主体帮扶体系，形成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的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共同体。明确各主体在帮

扶共同体中的作用，政府负责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的总

方针、总方向，制定常态化帮扶政策、预警监测机制，

推进协调、落实和考核等工作环节。社会力量包括企事

业单位、党群社团、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已成为扶贫工

作的重要力量，在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仍需持续大力支持参与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

事业，充分发挥其社会化、专业化优势，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志愿服务帮扶工作。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

具有自我救助义务。要着力提高农村人口致富增收内生

动力，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充分发扬乐善好施、扶危济

困的中华美德，倡导相互帮助、患难扶持的时代新风。

（三）帮扶政策体系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超常规帮扶与常态化帮扶机

制还未能充分有效衔接，常态化帮扶的重心应尽快转向

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的政策主要包括认定

类政策、保障性类政策。认定性类政策界定农村低收入

人口标准和退出机制，进而认定帮扶对象，制定匹配性的

精准帮扶政策和退出标准。保障性政策涉及财政、民政、

医疗、人社、教育等专项、行业扶贫政策，按照常态化

帮扶的目标任务，进一步细化完善现有扶贫政策。

加快健全甘肃农村低收入人口

常态化帮扶机制对策建议

（一）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精准识别机制

精 准 识 别 农 村 低 收 入 人 口 是 开 展 常 态 化 帮 扶 工 作

的前提。国家层面尽快建立差异化的低收入人口划分标

准，甘肃基于经济承受能力、潜在风险等，依据国家标

准因地制宜科学设置识别标准、退出标准，为基层精准

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工作提供依据。借助社区、村

“两委”、帮扶干部等力量，开展片区内挨家挨户核实

居 民 信 息 、 家 庭 经 济 状 况 等 工 作 ， 精 准 掌 握 第 一 手 资

料，全面摸清低收入人口底数，为高效开展农村低收入

人口识别提供数据支撑。

（二）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机制

依托现有困难群众网格化动态监测系统，进一步整

合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就业、家庭收入、不动产、

金 融 等 数 据 ， 建 立 农 村 低 收 入 人 口 动 态 共 享 联 动 “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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