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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水土保持投资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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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西北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一个地区 ,也是我国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区。国家对西北地区

水土流失治理安排了一系列工程项目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脱贫致富。依据

1986 —2005 期间的统计与调查资料 ,对该区水土保持投资来源、使用方向与效果 ,以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

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1) 该区水土保持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 ,政府对该区水土保持累计投资 5. 50 ×109

元 ,群众投劳折资 1. 09 ×1010元 ; (2) 水土保持投资主要用于造林、种草与基本农田建设等 ,投入经济林建

设资金由 8. 2 %上升到 20. 1 % ,由粮食为主的单一结构转变为粮、果、林、草的多元结构。(3) 新增水土保

持措施累计增加农业产值达 7. 02 ×1010元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也随之增长了 1 894. 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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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Its Impacts on

Rural Economy in Nor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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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orthwest China is one of t he areas wit h t he severest soil erosion and poverty in China.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itiated a series of p roject s and invested large amount s of f unds in soil erosion cont rol in the

region . Based on t he investigation data f rom 1986 to 2005 , sources and uses of the invest ment in soil and wa2
ter conservation (SWC) , it s impact s on rural indust rial st ruct ur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analyzed. Re2
sult s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the invest ment in SWC. Chinese government invested more t han � 5. 5

billion RMB and farmer invest ment accounted for 67 % of t he total . The investment in SWC played an impor2
tant role in improvement 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area of f ruit t ree increased

very quickly and the percentage of f ruit t ree increased f rom 8. 2 % to 20. 1 %. SWC measures greatly im2
proved reg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total agricultural value f rom SWC increased � 70. 2 billion RMB

and t he net income per peasant increased � 1 894. 2 RMB.

Keywords : soil and water loss; investment ; land use structure ; Northwest China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全

国第三次土壤侵蚀遥感普查结果 ,全国土壤侵蚀面积

为 3 561 368. 1 km2 ,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37 %。而西

北地区又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一个地区 ,土壤侵

蚀面积为 1 657 589. 5 km2 ,同时也是我国贫困人口

的集中分布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是西北地区贫困的

重要原因 ,水土流失会极大地破坏农业生产条件 ,恶

化生态环境 ,加剧洪涝和干旱灾害 ,严重影响交通、电

力、水利等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 ,不仅是群众脱贫致

富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也严重制约国

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1 ] 。

党和国家对西北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十分重视 ,

安排了一系列工程项目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1986 —

2005 年 ,政府累计水土保持投资资金总额为 5. 50 ×



109 元 ,西北地区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 ,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普遍提高。例如国家对

黄河流域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活动从未停止过。

目前它已成为当地群众走出贫困的“造血工程”。据

估算这项工程带来的综合效益高达 2. 00 ×1011元 ,水

土流失治理有效地改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据

统计 ,现有水土保持措施 ,每年可增产粮食 4. 00 ×

109 kg ,生产果品 1. 50 ×1010 kg ,帮助 1 000 多万农

民解决温饱和生活用水问题 ,还有效地改善了水土流

失地区的生态环境。据统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

水利水土保持措施平均年减少入黄泥沙 3. 0 ×108 t

左右 ,减缓了下游河床的淤积抬高速度 ,为黄河安澜

做出了贡献[2 ] 。同时国家对关川河流域的治理也取

得显著成效 ,1987 —1992 年间 ,流域年均径流量下降

为 2. 30 ×107 m3 ,比治理前减少 1. 14 ×107 m3 ,年均

输沙量下降为 6. 17 ×106 t ,比治理前减少 3. 96 ×106

t 。流域年总产值由治理初期 1986 年的 1. 03 ×108

元 (1990 年不变价格) ,上升到治理期末 1992 年的

1. 77 ×108 元 ,年增长率达 9. 44 % ,比非治理区

8. 71 %高 0. 73 个百分点[3 ] 。对典型县水土流失的治

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吴旗县经过多年综合治理 ,水

土流失得到一定的控制 ,涌现出一批“泥不下山 ,水

下出沟”,具有良性生态的小流域治理典型。水土保

持的显著成效 ,使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通过修建

高标准基本农田 ,发展优质高效农业 ,人均粮食由 80

年代初的不足 100 kg ,提高到 2000 年的 550 kg ,全

县农民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

同时 ,农民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增长 ,仅林、农、

畜牧业及工副业人均收入就达 1 108 元[4 ] 。水土保

持效益计算和分析能够反映水土保持工作的整体成

效 ,水土保持效益评估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和方法 ,

准确估计水土保持工作成绩 ,认真总结工作经验 ,全

面反映整体工作成效 ,为各级政府、业务部门和领导

提供决策依据。保水保土的基础效益和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共同组成水土保持效益的内涵[5 ] 。

本文通过分析水土保持投资效益以及水土流失

治理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探讨水土保持对农民脱

贫致富的作用 ,能够为国家水土保持投资决策提供依

据。依据统计调查资料 ,对该区水土保持投资来源、

投资使用方向与效果 ,以及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

初步分析。

1 　西北地区概况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 5 个

省市自治区 ,地域辽阔 ,总面积达 3. 20 ×106 km2 ,约

占全国总面积的 1/ 3 ,人口近 1. 20 ×108 。西北地区

几个省 ,大部分处于温带或暖温带 ,年日照时数 2 500

～3 400 h ,干旱少雨 ,植被稀少 ,水土流失严重 ,自然

灾害频繁。据全国第 3 次土壤侵蚀遥感普查结果显

示 ,全区土壤侵蚀面积为 1 657 589. 5 km2 ,其中 ,轻

度侵蚀面积为 768 499. 8 km2 ,占全国的 47 % ;中度

侵蚀面积为 247 240. 1 km2 ,占全国的 31 % ;强度侵

蚀面积为 185 519. 7 km2 ,占全国的 44 % ;极强度侵

蚀面积为 196 962. 8 km2 ,占全国的 61 % ;剧烈侵蚀

面积为 259 367. 1 km2 ,占全国的 69 %(见图 1) 。

图 1 　土壤侵蚀面积

由于其气候和自然条件 ,西北地区生态系统脆

弱 ,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加剧了生态系统的恶化 ,经济

发展滞后 ,使西北地区成为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贫

困的一个地区 (见图 2) 。2005 年 ,西北地区农业总产

值为 2 32 ×1011 元 ,仅占全国 ( 3. 95 ×1012 元 ) 的

5. 9 %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 235 元 ,比全国平均水平

(3 255 元)少了 1 020 元。其中黄土高原地区是西北

地区主要的贫困地区之一 ,1994 年列入“国家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的贫困县有 123 个 ,占到了黄土高原地

区总县数的 46. 68 %[6 ] ,为全国总贫困县数的 1/ 5。

建国以后 ,国家每年都投入大量的扶贫资金 ,虽然取

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但黄土高原地区的贫困状况依

旧严重 ,人民生活水平依旧低下。

1994 年黄土高原贫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平均只

有 620. 16 元 ,为全国平均水平 ( 1 220. 98 元 ) 的

50. 79 % ,人均纯收入低于 500 元的有 1. 54 ×107人 ,

占总乡村人口的 1/ 2 以上[7 ] 。

图 2 　西北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县与国家级贫困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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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及贫困程度决定了水

土流失治理必须与农民脱贫致富密切结合。因此 ,该

项研究可为解决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等问题提供有利的科学依据。

2 　西北地区水土保持投资情况

水土保持投资是国家、集体、群众在水土保持措

施中花费的劳工、物资和经费 ,直接反映了水土保持

基本建设的规模大小。西北地区是我国土壤侵蚀的

主要区域 ,政府及群众对其治理非常重视 ,使该地区

水土保持的规模、投资强度不断加大。水土保持投资

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政府投资 ;二是群众投劳折资。

2 . 1 　政府投资

在本文中政府投资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 ,其

数据来源于西北地区各省水土保持主管部门的统计

上报。1986 —2005 年 ,政府累计水土保持投资资金

总额为 5. 5 ×109 元 ,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2 . 2 　群众投劳折资

西北地区水土保持投资中的群众投资主要体现

在投劳折合资金方面 ,集中体现了群众在水土保持中

的巨大贡献。其计算措施主要包括梯田、坝地、乔木

林、灌木林、经济林、种草 6 项。水土保持措施投劳折

资按照措施新增面积 ,采用实际调查的定额分析计

算。计算公式如下[8 ] :

K = ∑S i ·L i ·Pi

式中 : K ———水土保持措施投劳折资 (元) ; S i ———某

项水土保持措施完成面积 (hm2 ) ; L i ———某项水土保

持措施投劳定额 (工日/ hm2 ) ; Pi ———当地劳动力价

格 (元/ 工日) 。

1986 —2005 年西北地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投劳

折资累计 1. 09 ×1010元 ,其中 1986 —1990 年 ,1991 —

1995 年 ,1996 —2000 年 ,2001 —2005 年投劳折资分

别为 1. 33 ×109 元 , 2. 94 ×109 元 , 3. 34 ×109 元 ,

3. 33 ×109 元 ,群众投资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2 . 3 　西北地区投资分析

　　如表 1 所示 ,从 1986 —2005 年西北地区水土保

持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 ,其中群众投劳折资为投资主

体 ,所占总投资比例最大 ,4 个时段总投资比例分别

为 81. 1 % , 83. 3 % , 62. 5 %和 55. 9 %。从 1991 —

1995 年其投资额大幅上升 ,1991 —1995 年比 1988 —

1990 年增加了 1. 61 ×109 元 ,增幅为 123 %。1995 —

2005 年投资额趋于稳定。以上数据反映了西北地区

群众对水土流失治理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农民很愿意

投入大量的资金恢复和建设该地区的生态环境。

1986 —2005 年政府投资呈上升趋势。从 1991 —2005

年 ,政府对西北地区水土保持投资增加幅度显著提

高。1995 —2000 年比 1991 —1995 年政府投资增加

了 240 %。且政府投资所占总投资比例总体呈升高

趋势。由此可见 ,政府对西北地区水土流失治理越来

越重视。

表 1 　西北地区水土保持投资情况

时 段
总投资/

108 元

政府投资/

108元

群众投劳折资/

108 元

占总投资比例/ %

政府 群众

1986 —1990 16. 4 3. 1 13. 3 18. 9 81. 1

1991 —1995 35. 3 5. 9 29. 4 16. 7 83. 3

1996 —2000 53. 4 20. 0 33. 4 37. 5 62. 5

2001 —2005 59. 6 26. 3 33. 3 44. 1 55. 9

累 计 164. 7 55. 3 109. 4 33. 6 66. 4

3 　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通过对水土保持投资数据的分析不难看出 ,群众

投资总体呈增长趋势 ,为投资主体 ,所占总投资比例

最大。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水土保持投资的使用有

所变化 , 即水土保持的主要措施有所变化。将

1986 —2005 年西北地区新增水土保持面积数据分为

4 个时段分析结果 ,如表 2 所示。本文中讨论的水土

保持措施共有 6 项 ,分别是梯田、坝地、乔木林、灌木

林、经济林、种草。表 2 反映出 ,1986 —2005 年西北

地区新增水土保持投资措施变化从前期的乔木林、梯

田、灌木林、种草逐步转变为乔木林、种草、经济林为

主。从整个趋势上看 ,虽然乔木林仍然是西北地区主

要的水保措施 ,所占的比重最大 ,但是其整体是呈下

降趋势的。1986 —2005 年所占比例由 32. 8 %下降到

23. 3 %。而经济林所占比重虽没有乔木林大 ,但从整

个趋势上看 ,是呈增长趋势的。1986 —2005 年 ,经济

林所占比例由 8. 2 %上升到 20. 1 %。西北地区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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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措施面积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西北地区农村土

地利用结构的变化情况 ,近年来 ,西北地区在稳定粮

食总产的前提下 ,大力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将农村土

地利用结构调整紧密结合水土流失治理 ,根据各地的

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 ,比如陕西、新疆等地区其地理气

候光照条件适宜果树的生长 ,果实品质高 ,可以在这

些地区发展果业 ,种植经果林。

陕西省近年来主要增长的水土保持措施是经济

林 ,通过将水土保持投资重点使用在经济林措施上 ,

发展经果林 ,如种植苹果、桃、梨、石榴、猕猴桃、枣等。

在韩城地区还发展花椒林等特色经济林 ,提高了农民

收入。坡地的不合理利用 ,使坡地成为水土流失最敏

感的部位 ,开辟果园后 ,增加了树木覆盖 ,而且农民对

果园经营的集约化程度高 ,最大限度地控制了水土流

失。实现了农村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 ,由种植粮食为

主的单一结构转变为以粮、果、林、草的多元结构 ,同

时还使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在新疆、青海、甘肃、宁

夏等地区通过对水土保持投资使用的调整 ,将种草措

施作为该地区的主要水土保持措施 ,把发展畜牧业作

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 ,同时还大力发展经果

林 ,初步形成特色果品业 ,如重点发展葡萄、杏、核桃、

香梨、石榴等果业。

表 2 　西北地区各时期新增水土保持措施面积及比例变化

时 段
梯田 坝地 乔木林 灌木林 经济林 种草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1986 —1990 65. 6 18. 1 5. 4 1. 5 110. 4 30. 5 71. 0 19. 6 31. 4 8. 7 78. 7 21. 7

1991 —1995 82. 9 21. 5 6. 0 1. 6 106. 1 27. 6 65. 5 17. 0 53. 3 13. 8 71. 3 18. 5

1996 —2000 91. 4 20. 4 5. 4 1. 2 131. 8 29. 4 79. 0 17. 6 65. 1 14. 5 75. 9 16. 9

2001 —2005 69. 6 17. 1 2. 1 0. 5 107. 2 26. 4 76. 5 18. 8 71. 5 17. 6 79. 7 19. 6

累 计 309. 5 19. 3 19. 0 1. 2 455. 6 28. 4 292. 0 18. 2 221. 3 13. 8 308. 2 19. 1

　　注 : 面积单位为 104 hm2 ,比例单位为 %。

　　在西北地区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 ,通过调整西北

地区水土保持投资的使用 ,即调整水土保持各项措施

面积 ,来积极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在西北地区发展

经果林 ,同时将人工种草纳入农业种植制度中去 ,大

力种植适生牧草 ,发展畜牧业。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助推农民脱贫致富作为保持水土的重点工作。不仅

可以治理水土流失 ,改善生态环境 ,更可以为水土流

失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同时激励了农民对水

土保持的投资 ,促进了农户投入的积极性 ,因此西北

地区水土保持群众投资总体上呈增长趋势。

随着水土保持工作的深入开展 ,水土保持投资与

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 ,水土流失地区的

治理必将与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过程紧密地

结合起来[9 ] 。

4 　水土保持投资对西北地区农业及社
会经济的影响

　　西北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一个地区 ,也

是我国的贫困区。通过对绝对贫困人口及国家扶贫

开发重点县的地域分布分析 ,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

在西北地区 ,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总数的近 1/ 2[ 10 ] 。

严重的水土流失是西北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这些

年国家对西北地区水土流失进行了重点治理 ,通过将

对西北地区水土保持投资措施的调整与农村土地利

用结构优化紧密地结合 ,把农民脱贫致富作为水土流

失治理的关键 ,使西北地区的农村经济有所改善。为

了说明这个问题 ,对西北地区 1986 —2005 年水土保

持各项措施的增产值进行了计算。

水土保持单项措施增产值以单项措施的新增面

积为基础。根据水土保持措施增产量定额和水土保

持产品综合价格定额进行计算 ,即得水土保持单项措

施的增产值 ,综合增产值为各单项措施增产值之和 ,

计算公式如下[8 ] 。

Z = ∑Qi ·J i

Qi = S i ·D i

式中 : Z ———水土保持综合增产价值量 (元) ; Qi ———

水土保持措施新增面积产品产量 ( kg) ; J i ———各类

水土保持产品各时期综合价格定额 (元) ; S i ———各

项水保措施在某年的新增面积 ( hm2 ) ; D i ———水土

保持措施增产量定额 (kg/ hm2 ) [10 ] 。

对于梯田、坝地等基本农田 ,主要计算粮食与秸

秆的增产量与增产值 ;乔木林主要计算活立木与薪材

的增产量与增产值 ;对于灌木林 ,主要计算薪材的增

产量与增产值 ;对于经济林 ,主要计算果品与薪材的

增产量与增产值 ;对于种草过程中主要计算饲草的增

产量与增产值 (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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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土保持各项措施不同时期增产量及综合增产值

时 段
粮食增产量/

108 kg

秸秆增产量/

108 kg

薪材增产量/

108 kg

果品增产量/

108 kg

活立木增产量/

104 m3

饲草增产量/

106 kg

综合增产值/

108 元

1986 —1990 11 15 38 18 190 29 17

1991 —1995 14 19 38 48 318 43 161

1996 —2000 15 20 47 59 396 46 252

2001 —2005 11 14 43 64 322 48 271

累 计 52 68 166 189 1226 165 702

　　1986 —2005 年全区累计增产粮食 5. 20 ×109

kg , 活立木 1. 23 ×107 m3 ,果品 1. 89 ×1010 kg ,薪材

1. 66 ×1010 kg , 饲草 1. 65 ×1010 kg ,秸秆 6. 80 ×

109 kg。按各类产品各时期的综合价计算 ,西北地区

累计综合增产值为 7. 02 ×1010 元。如表 3 所示 ,

1986 —2005 年水土保持措施综合增产值呈上升趋

势 ,由 1986 —1990 年时期的 1. 70 ×109 元增加到

2001 —2005 年时期的 2. 70 ×1010 元 ,由此反映了西

北地区水土保持投资措施不仅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

态环境 ,同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粮食增产量、秸

秆增产量、薪材增产量、活立木增产量在 1986 —2000

年呈上升趋势 ,2000 年以后则呈下降趋势 ;而果品及

饲草增产量从 1986 —2005 年则是逐年增加。由此可

以反映出西北地区新增水土保持投资措施变化从前

期的乔木林、梯田、灌木林、种草逐步转变为乔木林、

种草、经济林为主 ,同时也反映了西北地区农村土地

利用结构的变化 ,由原来的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单一结

构转变为以种植粮食、经果林、种草为主的多元产业

结构。

衡量农村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11 ] ,就此我对 1986 —2005 年西

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了分析[12 ] (见表 4) 。

　　由表 4 可以看出 ,从 1986 —2005 年西北地区农

民人均纯收入虽然低于全国水平 ,但其整体是呈上升

趋势的。近几年来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取得

重大进展 ,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农村社会事业全

面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86 —1990 年的 454. 8

元增长到 2001 —2005 年的 1 898. 5 元 ,2001 —2005

年比 1986 —1990 年增长了 317. 5 %。由此看来通过

调整西北地区水土保持投资使用的变化 ,推动了西北

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 ,发展了西北地区经济 ,同

时也使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然而 ,从

表 4 可以看出 ,西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距全国水平

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仍需

进一步调整优化 ,使之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因

此 ,通过调整西北地区水土保持投资使用方向 ,即水

土保持措施的变化推动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变

化 ,仍是改善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农村经济的一个

重要问题。
表 4 　农村人均纯收入

时 段 　　　 西北地区/ 元 全国/ 元

1986 —1990 454. 8 541. 0

1991 —1995 733. 1 1 042. 6

1996 —2000 1 427. 2 2 128. 4

2001 —2005 1 898. 5 2 731. 1

5 　结 论

本文依据统计调查资料 ,通过对西北地区水土保

持投资变化、水土保持投资措施的变化以及水土保持

投资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的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1 ) 该区水土保持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

1986 —2005 年政府累计水土保持投资资金总额为

5. 50 ×109 元 ,政府对西北地区水土流失治理越来越

重视。群众投劳折资占总投资比例为 67 % ,反映了

西北地区群众对水土流失治理的积极性。

(2) 水土保持投资主要用于以改变生态与经济

条件的林、草与基本农田工程。随着治理程度的提

高 ,经济林呈明显的增长趋势。1986 —2005 年经济

林所占比例由 8. 2 %上升到 20. 1 %。西北地区水土

保持投资措施面积的变化促使了农业土地利用结构

的变化 ,由原来的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单一结构转变为

以种植粮食、经果林、种草为主的多元产业结构。

(3) 西北地区水土保持投资措施促进了当地经济

的发展。1986 —2005 年水土保持投资措施综合增产值

呈上升趋势 ,由 1. 70 ×109 元增加到 2. 71 ×1010元 ,累

计增加农业产值为 7. 02 ×1010元。该区农民人均纯收

入整体呈上升趋势。1986 —2005 年该区农民人均纯收

入由 346. 4 元增长到 2 240. 6 元。由此反映了西北地

471 　　　　　　　　　　　　　水土保持通报 　　　　　　　　　　　　　　　　　　　　第 28 卷 　



区水土保持投资措施不仅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环

境 ,同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在水土流失地区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发展农村经济、

优化生态环境的必要手段[13 ] 。同时农户是否采取符

合生态友好的行为方式 , 是区域水土保持是否成功的

关键。要让农民从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与综合开发中得

到经济实惠 ,让农民通过综合治理实现脱贫致富[14 ] 。

因此 ,在制订生态建设计划时 ,要将农民的利益提高到

和国家生态安全的高度考虑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

增加农民收入 ,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激励他们自觉参与

到水土流失治理、生态建设活动中去[15 ] ,这样才能使

西北地区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的治理 ,实现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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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黄土高原沟壑区的典型代表 ,从王东沟小流

域农户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黄土高原沟

壑区同类型地区发展中需注意一些问题。

(1) 科技力量投入。加大贫困地区科学技术的

投入 ,促使农民利用先进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 ,

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2) 合理利用资源 ,发展地方特色产业。通过实

地调查 ,制定合理的规划 ,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发展

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

(3) 加强农民文化素质培养 ,引导农民走科技致

富之路。只有农民自身文化素质提高了 ,才能更好地

理性经营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4) 政府职能的充分体现。政府职能部门需要

收集民情 ,及时调整各项政策条例 ,帮助他们尽快摆

脱贫困 ,走上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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