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青海省脱贫攻坚贡献会计智慧 

2015 年至今，贫困发生率从 13.2%下降到 2.5%，这个数字是青

海省精准脱贫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多年来，青海省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任务和“1+8+10”

脱贫攻坚政策措施,坚持扶贫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坚持扶贫与

社会保障有效衔接、坚持扶贫与生态保护并重，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当前，精准脱贫进入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青海省正在向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后 100米发起冲刺。 

日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联合青海省财政厅、财政部青海监管局

以及《中国会计报》，共同举办全国高端会计人才公益行——“会计

与金融视角下的精准扶贫”主题论坛活动，共同探讨财政扶贫资金监

管面临的问题，分享有益做法和先进经验，助力青海省脱贫攻坚工作

的百米冲刺。 

助力保障如期脱贫 

青海地处我国西北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近年

来，青海财政探索出了一条以“财政专项、行业扶贫、金融信贷、社

会帮扶、东西部协作、对口援青帮扶”的“六位一体”投入保障机制，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青海省各级财政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扎实

推进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不断增强投入保障力度，多措并举不断

增加贫困群众收入，持续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青海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鹏（第四批援青干部）告诉记



者，青海省各级财政切实发挥了财政在脱贫攻坚中的主渠道作用，构

建了财政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策体系，建立了省级专项扶贫资金

每年增长 20%以上的投入保障机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

撑。 

“2016年至 2018年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14亿元，年均

增长 27.9%;其中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3.5亿元，年均增长 24.5%，

对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奠定了财力保障。”王鹏说。 

据统计，2016 到 2018 年，青海省共脱贫 44.3 万人，25 个贫困

县（市、区、行委）摘帽，1452 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

众的基础保障、公共服务、内生动力明显增强。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来，青海省财政厅不断支持贫困村培育，壮

大村集体经济。针对贫困村集体经济空白、发展路子不宽，缺少启动

资金等问题，把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作为实现贫困群众稳定

脱贫、贫困村如期退出的有效抓手。同时，为有效缓解贫困群众发展

产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青海省财政厅一次性注入 8.1亿元，按

照每村 50万元标准，在全省 1622个贫困村建立了互助金，切实增强

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例如依靠自然人文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据了解，青海省财政

厅实施了 208 个有旅游资源潜力的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发展农（牧）

家乐 3111家。该举措让 12万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2万多贫困

人口通过旅游实现了脱贫。 

国有企业也在不断助力青海省的脱贫攻坚工作。据全国高端会计



人才培养工程特殊支持计划学员、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青海分公司总经

理胡尔纲介绍，多年来，青海邮政已在青海多个市州通过驻村干部定

点帮扶、开设标准扶贫地方馆、建设贫困乡村邮乐购站点和培育特色

农牧产品等方式促进贫困地区农户对接市场，增收脱贫，积极利用邮

政电商“快车道”迅速提高精准扶贫的效益与规模。 

走进青海 传经送宝 

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保命钱”，加强对财政扶贫

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于最终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

意义。财政扶贫资金的监管做得如何，也直接影响到青海省脱贫攻坚

战最后 100米冲刺的效益。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扣庆表示，脱贫攻坚已进入

决胜的关键阶段，在努力实现彻底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

目标的进程中，会计人同样需要积极承担起相应责任，为脱贫攻坚事

业贡献力量。 

“由四川省财政厅推出的、全国高端会计人才学员、四川长虹集

团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胡嘉参与其中的‘互联网+精准扶贫代理记账’

模式即是会计人参与脱贫攻坚事业的典型范本。”李扣庆说。 

他进一步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新时代，数字化的浪

潮风起云涌，在扶贫攻坚战的最后阶段，会计人要担当起自身的使命

和责任，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而这个解决方案的关键，就在于会计人的创新。”李扣庆表示。 

财政部青海监管局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袁克发表示，会计金融



如何与精准扶贫相结合，高端会计人才如何将所学所得以及丰富实践

运用于扶贫中，必将为青海省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有力的新参考，将

为解决扶贫资金监管问题提供会计行业的智慧。 

脱贫攻坚的会计智慧 

近几年来，财政部在加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也将加

强财政扶贫资金的监管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在各地财政部门的实践中，

四川省的“互联网+精准扶贫代理记账”模式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提

供了解决方案，对于财政扶贫资金监管具有较强的示范推广意义。 

本报此前曾对四川省的“互联网+代理记账精准扶贫”模式做过

深入的报道。该模式主要是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将财务共享理念运用

于扶贫资金管理、以项目管理为导向，将会计核算与业务管理建立有

效关联，实现从会计核算到项目管理、再到资金管理全方位的信息公

开。 

据四川省财政厅会计处处长刘绣峰介绍，近年来四川省财政厅在

乡镇村推行“互联网+精准扶贫代理记账”工作，目的即在于为基层

财务理清“一本明白账”。通过实施“互联网+精准扶贫代理记账”

模式，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农村账务不实、不清的“顽疾”，摆脱了

村级账务管理因人而异和财会人员匮乏、流动性大的困局；抓住资金

管理“一竿子插到底”，实现了对扶贫资金从“开始一公里”到“最

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乃至“最后一米”的全程化、透明化、精

细化管理；健全了监管监督体系，群众可通过电脑端、手机 APP等对

村财情况进行监督，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可在线实时动态监



督村财情况，有效遏制了“微腐败”的发生。 

四川长虹集团为“互联网+代理记账精准扶贫”模式提供了技术

支撑。据四川虹微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刘庆介绍，通过运用信息技

术，实现了农村集体经济领域的业财融合，强化了财务业务扶贫数据

的集成和指标的可视化分析，从而实现扶贫资金、财政专项资金的透

明化跟踪与实时监控，促进国家扶贫政策和惠民资金的严格有效执行。 

该模式在四川省甘孜州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四川省甘孜州财

政局精准扶贫推进办主任翁秋介绍称，该州深度推行“互联网+精准

扶贫代理记账”模式，有机结合村级资产清查、规范化财政所建设以

及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工作，在加强农村基层

经济管理、治理微腐败、提升基层群众获得感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除甘孜州外，四川各地州均在积极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代理记账”

模式。截至 2018年底，试点工作已在全省 45个深度贫困县推广，其

中 44个深度贫困县均已完成初始化数据平台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