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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扶

贫开发工作进行了诸多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对

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

价值，而且对于进一步改进扶贫开发工作具有极

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指

明了新方向，是当前进行精准扶贫工作的行动指南。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一些丰硕的

成果，与此同时，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贫困问题日

渐凸显。那么，如何进行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扶

贫，实现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脱贫，应该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着手。

瞄准精神扶贫对象

瞄准精神扶贫对象对于开展精神扶贫工作，

对于精神扶贫工作的有序进行具有重要作用，瞄

准精神扶贫对象是开展精神扶贫工作和实现精神

脱贫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解决好

‘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

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

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精神扶贫工作开展成

功与否主要取决于首先能否瞄准要‘扶持谁’，就

是要精准确定扶持对象，然后找准导致精神贫困

的‘穷根’。只有精准精神扶贫对象，一切从精神贫

困对象的实际出发，进行精神扶贫，精神扶贫才能

达到好的效果。瞄准精神扶贫对象，落实精神扶贫

对象识别精准，为做好精神扶贫工作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由于精神贫困对象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精神扶贫对象的贫

困程度有所差别。因此，各政府有关部门只有根据

精神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得出的结果，将扶贫的重

心放在那些精神贫困程度高的地区、村落和家庭，

才能达成精神扶贫的目标，切忌不能“眉毛胡子一

把抓”。对精神贫困对象识别不能以单一的尺度去

考察，要以多角度，多方位去考察，如果考察精神

贫困对象的方式方法过于单一，那么容易造成贫

困对象识别的疏漏，从而造成贫困对象识别不全

面，那么容易造成贫困对象识别的困难，贫困对象

识别的准确率降低。只有精神扶贫对象得到了精

准的识别，才能更加有效地开展精神脱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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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始终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贫困地区

的精神脱贫，离不开教育作用的充分发挥。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

根本的扶贫之策。”加强贫困地区的教育，把贫困

地区的孩子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改变贫困地区孩子的精神世界，让他们从小形成

自强不息的观念，带领贫困地区的孩子走出大山，

这是精神扶贫的关键，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

这样的效果。精神贫困地区一般集中于老、少、边、

穷的边缘山区，这些地区经济条件差，教育资源不

足，特别是教育的硬件和软件基础比较滞后。因

此，贫困地区的精神扶贫要加大教育的资金投入，

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改进教育质量。通过教

育培训，为教师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提升学校的

师资水平。加大对学生的教育帮扶力度，提高助学

金发放比例，为学生提供完成学业所需良好的学

习生活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先要扶志，

要从思想政治上淡化‘贫困意识’。”精神贫困地区

要实现精神脱贫，就需要先对他们进行扶志，只有

他们拥有了敢于脱贫，勇于脱贫的志气，只有他们

真正从思想政治上树立脱贫意识，精神脱贫才能

实现。此外，摆脱精神贫困需要智慧，培养智慧，教

育是根本，再穷不能穷教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强调：“扶贫必扶智、阻止贫困代际相传。”

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相结合

物质和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对重要的范

畴。毛泽东说：“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

物质。”物质和精神密切联系，二者不可分离。在贫

困地区精神扶贫实践工作中，精神扶贫和物质扶

贫也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精神扶贫和物质扶贫

有机统一于扶贫工作实践之中。贫困群众的贫困

既包括物质上的贫困，也包括精神上的贫困，物质

生活的贫困影响精神生活的充实，而精神生活的

贫困也会影响和制约物质生活的充实，物质贫困

和精神贫困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摆脱贫困首要意义并不是物质上的脱贫，而

是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物质上的脱贫至

关重要，但是精神上的脱贫也必不可少。因此，精

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既要重视精神上的扶贫，又要

重视物质上的扶贫，关键是把精神扶贫和物质扶

贫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对精神贫困人群进行扶贫

帮扶既要考虑加强和满足贫困人群在物质方面需

要的满足，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而且还要加

大精神层面的满足，给予精神层面的鼓励，给予精

神层面的帮助。在给予物质帮助的同时，充分考虑

贫困人群在精神方面的需求，给予精神上的帮助

和鼓励，实现心理上的满足。只有把精神扶贫和物

质扶贫有机结合起来，促使精神扶贫和物质扶贫

发生协同效应和整体效应，才能达到精神脱贫的

目的。

增强精神扶贫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精神扶贫资金使用是否有效制约着精神扶贫

工作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精神扶贫资金使

用的效度直接影响精神扶贫的效果。因此，要实现

精神脱贫，就要提升精神扶贫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非常不满意，甚至愤怒的

是扶贫款项被截流和挪作他用，和救灾款被挪用

一样，那是犯罪行为。必须坚决杜绝，坚决反对，坚

决查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款项的使用

问题，高度重视扶贫资金使用的有效性。由于精神

扶贫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我国，由于贫

困人口基数较大，贫困人口分布和地区差异比较

明显。因此，在具体的精神扶贫实践中，扶贫资金

使用不到位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扶贫资金的使用

容易出现扶贫对象不精准，各扶贫项目之间缺乏

统筹兼顾而导致扶贫资金分散，扶贫资金的配套

不到位等现实问题，这样就使精神扶贫资金的使

用率大大降低，精神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大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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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精神扶贫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因此，

各有关政府部门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员构成，

不同类型的贫困地区，根据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

文化建设情况，村落文明发展程度进行资金分配

的投入与使用。对精神贫困扶持项目进行统筹兼

顾，重点投入到精神贫困对象精神脱贫能力的提

升上，增强精神扶贫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加强精神扶贫干部队伍建设

在精神扶贫中，精神扶贫干部队伍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对于精神扶贫工作的能否有序有

效进行起着制约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

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各

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顽强的工作作风和拼劲，满腔

热情做好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脱贫攻坚，做好脱

贫攻坚工作需要有强有力的扶贫干部队伍为支

撑。精神扶贫工作是一项持续时间长，工作量大，

情况复杂，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贫困地区人才相

对稀缺，人才队伍相对薄弱，贫困地区的干部队伍

素质和干部队伍能力直接影响精神扶贫工作的效

果。贫困地区干部队伍建设是精神扶贫攻坚的一

项基础性工作。加强贫困地区精神扶贫干部队伍

建设，要加强基层干部队伍的扶贫责任意识的培

训。精神扶贫干部综合素质和能力不高，在贫困识

别和贫困资金分配等方面容易出现问题，部分精

神扶贫干部会任人唯亲，走关系，甚至没有按照国

家的相关规定进行精神扶贫工作，没有把扶贫资

金用在扶贫工作上，而是挪用扶贫资金到其它地

方。因此，只有加强精神扶贫干部队伍建设，通过

加强培训和教育队伍，强化其责任意识，使精神扶

贫干部队伍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才能深刻贯彻

和落实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从而按国家的精准扶

贫要求和相关的规定，有序开展精神扶贫工作，实

现贫困人员的精神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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