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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推进艰难 急需政策倾斜

由于经济环境不佳，基础设施不完

善等因素，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让大

部分企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推动

这些边远地区的“产业扶贫”，显然离不

开政府相关政策的推动。耿福能认为，

政府应支持并鼓励企业参与产业扶贫项

目，从政策、税收、融资成本等方面给予

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企业实际支持。

“目前产业扶贫之所以推进比较艰

难，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政策还不够。

如果贫困边远地区的政策，特别是产业

方面的政策能够有所倾斜，产业来了，企

业来了，人气就旺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就

增加了，贫困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缓解。

当企业能够解决一个贫困人口就

业的问题，就会带动这个贫困人口所在

家庭整体脱贫，转变他们的贫困观念。

同时，一旦贫困地区的经济有所好转，

涌入大城市的贫困人口数量将会减少，

这样就会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所

以，支持边远地区的产业发展，对我们

的社会是非常有利的。”耿福能向记者

分析道。

事实上，贫困边远地区往往拥有较

多待开发的资源。政府也在扶贫过程中

大力开发这些资源，但即便是在这些政

策“普惠区”，贫困问题为何依然得不到

解决？

耿福能认为，贫困地区未来的发展

赢在资源上，解决连片贫困的问题也应

在资源分配上发力。“比如说凉山地区，

是大山大水大资源，凉山的水电资源富

集程度无可比拟，可开发的水电占全国

可开发水电总装机容量的15%，占四川的

57%。凉山水电资源全部开发后，年发电

量将超过 2362 亿千瓦时，发电环节销售

收入就可达到550亿，税收近百亿元。

但是在资源的利益分配中，目前却

只有政府和投资者有收益，而原居住地

的每个家庭、个人没有收益，这些资源开

发地的原住民也是最贫困的一个群体。

这种现象就好比，三个人中两个人有工

资其中一个人没有，当然没有工资的这

个人也就永远跳不出贫困的窘境。其根

本原因是分配缺位。”耿福能说。

作为从凉山走出来的全国人大代

表，耿福能看到凉山的父老乡亲并没有

从水电开发中获得多少好处，反而要为

水电开发作出各种牺牲，比如承受环境

污染、挖山截流、破坏生态带来的恶果，

不免感到忧心。

在 2013 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耿福能

就建议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明确资源所

在地的边远贫困地区原住居民，享有一

定资源开发收益权，让资源开发收益在

国家、投资者和原住居民之间进行分

配。随后几年，耿福能依然坚持针对“贫

困地区资源利益分配”问题提出建议。

2015 年全国两会上，耿福能进一步提出

“以法律制度明确资源分配”的建议，他

提出，凉山地区居民应享有一定的水电

等资源开发收益权，比如每度电留下5分

钱给当地老百姓，以确保资源所在地原

住居民的合法权益。

“凉山州如果在水电资源的开发上，

能够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一点点，比如

每度电留下5分钱给当地老百姓，也能解

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根本问题，实

现2020年全民小康的目标。”耿福能说。

对于扶贫，耿福能有自己

的思考，他提出：对于贫穷、贫

困，我们应该像研究创富或其

他大项目一样，认真细致地找

出问题然后对症下药，才能药

到病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早在 2013 年，耿福能就强

调，“我们反思过去的慈善式

扶贫、安慰式扶贫，甚至是表

演式扶贫等，发现这些扶贫方

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

问题。要想真正地推动偏远

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就要

引导产业精准扶贫。”

2015 年，为确保贫困人口

到2020年全部脱贫，政府提出

“中国将全面实施精准扶贫”

的要求。耿福能认为，“精准

扶贫”要求地方政府深入到每

个村庄的每户家庭，并且有具

体的数字标准——即人均年

收入超过2800元即可算脱贫，

这使得扶贫工作变得更加现

实可行，也更加有意义和价

值。

“政府如此高度重视扶贫

开发，把扶贫开发作为战略部

署，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放眼全球，无论美国还是

欧洲国家都未曾有此类大举

措。如果说到 2020 年能够真

正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那

中国的这项伟大的民生工程

将是史无前例。”耿福能说。

史无前例，不仅体现在扶

贫工程规模之大，也同样体现

在工程的难度之高。尽管近

些年我国扶贫工作已经取得

了较大进展，但同时也要看

到，在扶贫过程中，也出现了

诸如缺乏一定衡量标准、扶贫

工作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指

向不准等问题。

耿福能认为，缺乏衡量标

准，就无法准确统计贫困户数

量以及了解贫困居民家庭实

际贫困程度；扶贫工作针对性

不强，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扶贫工作轨道的偏离；扶贫资

金指向不准，容易导致对扶贫

对象的帮扶不到位，同时也助

长了一些贫困地区的依赖心

理，不愿摘掉“贫困”的帽子，

挤占浪费扶贫资源。

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这些问题？2014 年全国

两会上，耿福能就提出“现阶

段的扶贫工作必须在总结过

去扶贫模式与成效的基础上，

针对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从

以往的‘授人以鱼’的扶贫方

式向‘授人以渔’的扶贫方式

全面发展，教给他捕鱼的技

术，这样才能实现贫困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耿福能说。

想得多也做得实在。这

位人大代表，在积极履职与建

言献策的同时，也始终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检验着自己的建

议。他把自己的产业投在偏

远的民族山区，让当地老百姓

守着自己的家园就能就业脱

贫。

据 了 解 ，好 医 生 药 业 从

1995 年就开始在四川凉山地

区进行产业精准扶贫。每年

投入数十万元对当地的彝族

农户进行种植技术指导、免费

提供种源、保底价收购等措

施，以“公司加农户联基地”的

运作模式，帮助企业和农户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和风险防范

机制，组织农户为企业提供生

产原料，帮助农户快速脱贫。

公开报道显示，仅在 2015

年，好医生药业集团通过“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

动布拖县火烈、补洛、乌科、拖

觉和乐安五个乡近 2000 户农

户种植附子，平均每户每年增

收 7000—8000 元。同年，这种

模式在越西、冕宁复制扩展。

扶贫攻坚，是我国“十三

五”时期的重点工程。到 2020

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

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

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的任务。

耿福能早在还是四川省人

大代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

“扶贫问题”，并且针对四川当地

的贫困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

耿福能表示，在党中央的

正确领导下，尽管我们国家的

贫困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改

善，贫困地区数量已大幅减少，

但由于我国贫困地区规模大且

分布广，要想在2020年实现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压力还是很

大。

在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

中，耿福能还通过考察了解到，

即使是在同一贫困地区，区域

与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是

十分惊人的。在他看来，这种

局部贫困的现象，往往还具有

普遍性。

贫困问题关乎人民生计，

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经

济的发展。耿福能认为，目前国

家经济下行，很大原因就在于贫

困问题的突出与贫富悬殊。

“贫富悬殊也是经济不景

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实业

不兴，金融资本过度掠夺社会

财富，老百姓的收入减少，购买

力下降，很多企业制造出来的

产品无法卖出去，如此，出现买

方市场消费疲软导致企业利润

下滑甚至倒闭的‘恶性循环’。”

耿福能对记者说。

扶贫对国家政治经济有重

要意义，耿福能始终将“扶贫问

题”作为自己关注的重点，这也

成为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

具体体现。“做好人，制好药”一

直都是耿福能经营企业秉持的

理念。也正因为自始至终都坚

持这种理念，“好医生”在耿福

能的带领下，从当初默默无闻

的小公司发展到如今集科、工、

贸为一体，年销售额近50亿元

的大型企业集团。

耿福能说：“企业不属于个

人，而是属于社会，做企业最终

目标不在于规模大小，而是要

得到公众的认可，得到社会的

尊重。再大的企业，如果不被

社会尊重，就没有价值。所以，

在扶贫这件事上，我们要承担

起责任，发出正能量，为扶贫做

贡献。”

本报记者 龚友国王星平

扶贫工作任务艰巨

“授人以渔”精准扶贫

合理分配资源利益

耿
福
能

近两年来扶贫问题备受社会关注，今年全

国两会，依然如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好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耿福能每

年都要抽时间深入偏远闭塞山区调研，并在调

研报告中就扶贫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位从

大山里走出来的“骄子”，始终心存大义，关注贫

困地区及居住在那里的老百姓，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来帮助贫困地区老百姓脱贫。

3月 5日，耿福能出席完会议，在人民代表

大会堂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履职

五年来，我提了 20多项有关扶贫的建议，引起

了国家的重视，其中大部分建议都得到落实，这

是最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多年的努力没有白

费，这让耿福能对扶贫越来越执着，也使得他在

扶贫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好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耿福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