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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扶贫浅谈
摘　要　无论从国家的发展和图书情报单位的职责来说 ,信息扶贫都是极其重要的。信息扶贫

的步骤 ,首先要请专家深入扶贫点调研 ,拟定项目建议书 ;其次是多方开发有用信息 ;第三是组

建扶贫队伍 ,开展扶贫工作。领导协调、政府政策支持和基层的努力是做好信息扶贫工作的保

障。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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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信息扶贫 ,实际上就是指有扶贫义务并有信息扶贫

能力的科研院所、文教系统的单位 ,对贫困地区 ,主要是贫困

地区农民提供的一种无偿的信息服务。贫困地区的农民通过

这种无偿的信息服务所获得的知识及其所带来的效益 ,去改

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教育和职

业技术培训等 ,发展适合本地区实际的特色农业经济 ,或兴办

第二、第三产业 ,从而达到长期脱贫致富的目的。

1 　信息扶贫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 1994 年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

来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扶贫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就。截止 2000 年年底 ,在短短的 7 年间就解

决了农村 8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然而无可讳言的

是 ,过去的扶贫实践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很难使贫

困地区的经济达到可持续发展。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为

一些地区和单位往往把扶贫工作简单化了 ,以为只要引进

一项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一个新的品种、建立一个乡镇企

业 ,只要把人均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之上 ,似乎就实现了脱贫

的目标。其实 ,任何一项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都要和一定

的生态、经济、社会、意识、信息等环境条件相适应 ,假使原

有的环境条件没有实实在在地改变 ,这些单项的扶贫措施

就难以生根 ,有的即使能奏效于一时 ,在短时期内把人均收

入暂时提高了 ,但无法持久。这是一些地方脱贫之后又很

快返贫的根本原因所在。影响贫困地区农民脱贫的因素很

多 ,除很难改变的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外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

知识信息不灵。由于信息不灵 ,所以农民很难确立一条合

适的致富路子 ;由于信息不灵 ,致使农民风险意识差 ,怕前

怕后 ,不敢调整产业结构或接受新的项目。因此 ,村镇产业

的发展 ,只有依靠最新的科技动态信息和市场供求动态信

息 ,才能持续准确地辨认市场的方向 ,才能引导农民调整、

完善和发展自己的产业 ,主动地适应市场 ,实现跨跃式发

展 ,以保持经济走在时代的前列 ,从根本上实现脱贫致富。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 ,才提出信息扶贫的问题。

2 　信息扶贫的方法步骤

信息扶贫的方法步骤是灵活多样的。笔者认为下列方

法步骤既是切合实际的 ,又是可行的。

211 　聘请有关专家到各个扶贫点进行调研 ,写出项

目建议书

扶贫地点确定以后 ,首先要聘请有关专家深入扶贫地点进行

调查研究。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等实际情况 ,提出第

一产业方面 ,适合发展何种特色农业经济或畜牧养殖业等 ;第二

产业方面 ,根据当地资源 ,适合建立什么样的乡镇企业 ;第三产业

方面 ,看看当地有没有旅游资源和服务业方面的开发项目。

专家们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以后 ,还要进一步分析论证其是

否可行。比如 :当得出某扶贫点适合兴办企业、生产某种产品的

结论以后 ,那么 ,就至少要对国内外市场大致进行一番调查研究。

看该产品在市场上是稀缺 ,还是饱和 ? 看该产品的发展前景如

何 ? 看生产出该产品的成本如何 ? 是否低于市场价格 ? 以及凭

我们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能否为其研制第二、第三代

产品 ? 即使不能 ,也要考虑能否在现有设备稍加改造的情况下 ,

尽快转产二、三代产品等问题。同时 ,还要考虑会不会破坏生态

环境 ? 能否做到可持续发展 ? 在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后 ,得出该扶

贫点适合发展什么的结论 ,并写出项目建议书。

212 　多方开发有用信息

　　应根据专家的项目建议书 ,有针对性地从文献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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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 ,从政府有关部门 ,从高校和科研院所诸多方面开

发有用信息。

首先 ,要开发文献信息资源。科研院所、文教系统的单

位大都有规模较大的图书馆 ,比如省、市图书馆、高校图书

馆、科研院所图书馆和资料室 ,不仅有取之不尽、经常更新

的文献信息资源 ,而且还有开发文献信息资源的专业人才。

只要有人组织 ,专业技术人员从文献资源中查找扶贫点所

需要的信息 ,是他们轻车熟路的本职工作。

其次 ,要开发网络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尽

管是一项工作量十分浩大的工作 ,但对于科研院所、文教系

统的单位来说 ,开发网上信息资源至少具有两大优势 :其一

是网络设备优势。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联网计算机 ,可

以说比比皆是。其二是人才优势。特别是高等院校 ,除有

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外 ,还有数以千计召之即来的学生网

民 ,绝大多数学生网民能够成为信息扶贫的青年志愿者。

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因特网进行信息检索 ,根据扶贫点用户

的要求 ,下载有关专业领域的信息 ,汇集成一个数据库。这

是一项既能达到信息扶贫目的 ,又能锻炼学生能力的十分

有意义的工作。

第三 ,要从专利局、科委、科协寻找适合扶贫点发展的

科技信息。我国成熟的科技成果大都为专利局、科委、科协

所掌握。因此 ,要派专人去这些部门搜集或购买适合扶贫

点发展的科技信息。科委、科协是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的

部门 ,只要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 ,有利于社会进步 ,那就有

可能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专利局尽管有所不同 ,但

只要认准是适合扶贫点发展的高科技成果 ,那就不惜重金

也要把专利买下来去扶贫。

第四 ,要到有一定科研水平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去寻

找科研人员的最新科研成果。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是高新

技术成果的主要生产地 ,在那里 ,有许多最新的高科技成果亟

待转化 ,我们要从中选择有用信息 ,为信息扶贫所用。

213 　要组建信息扶贫队伍 ,深入扶贫点进行信息扶贫

从各方面收集到扶贫点需要的信息以后 ,还要组建起一支

信息扶贫队伍。因为这支队伍要深入农村 ,面向农民实地宣

讲 ,因此 ,要求这支队伍的成员 ,既要懂专业技术 ,又要有深入

浅出的口头表达能力 ,还能吃苦耐劳 ,且乐意下乡到扶贫点进

行信息服务。他们只要带上笔记本电脑、电子投影仪、自制

POWERPOINT文件等 ,就可以很直观地为农民朋友们宣讲。

农民朋友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有用信息 ,或发

展特色农业经济和养殖业 ,或兴办第二、第三产业。

信息扶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它并不是以农民朋友发

展起特色农业经济而就此结束 ,也不是给扶贫点兴办起几

个企业来就终止。恰恰相反 ,信息扶贫至此仅仅是一个开

始。作为信息扶贫单位 ,要对扶贫点以后兴办起的产业负

责任。比如兴办了一个企业 ,要对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负

责任。这里所说的负责任特指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负责为

其跟踪市场供求信息 ;另一方面要负责为其跟踪该产品的

第二、第三代产品或替代产品的信息。只有这样 ,才能使扶

贫点的村镇产业认清方向 ,才能呼唤农民调整、完善和发展

自己的产业 ,保持走在时代的前列。

信息扶贫说到底不过是开发式扶贫的最佳配套扶贫方

式 ,因此 ,它必须结合扶贫主体的其他扶贫内容共同进行。

诸如 :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有

特色经济的主导产业 ,综合治理环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 ,加

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等等。只有这样 ,才能使贫困

地区的农民真正脱贫致富。

3 　信息扶贫的保障措施

信息扶贫的保障措施实际上是人、财、物三方面的协调

和保障问题。它可以归结为三句话 :领导出面协调 ;政府调

整政策 ;基层大力支持。

311 　领导出面协调 ,主要是解决人力资源的调配问题
作为科研院所、文教系统单位的领导 ,一定要出面协调本

单位的信息扶贫工作。假如信息扶贫单位是一所高等院校 ,

那就要成立一个“校信息扶贫协调领导组”,由一名校领导任

组长 ,负责在校内外调用或聘请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 ,以及从

各院系协调调用学生青年志愿者。否则 ,仅靠高校图书馆、资

料室和网络中心等信息单位 ,是不可能做好信息扶贫工作的。

312 　政府调整政策
科研院所、文教系统的领导要向省、市扶贫局申请扬长避

短式扶贫政策。即扬科研院所、文教系统单位的信息扶贫之

长 ,避科研院所、文教系统单位的经济建设项目扶贫之短。向

省、市扶贫局申请去掉本单位对某个乡镇全方位的扶贫任务 ,

同时申请几个、乃至十几个乡镇的固定的、长期的信息扶贫任

务。这样 ,就可以把省下来的扶贫资金全部用于信息扶贫 ,从

而解决信息扶贫的财力保障问题。至于物的问题 ,科研院所、

文教系统单位都有网络设备和图书资料 ,网上信息资源和文

献信息资源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313 　科研院所、文教系统要大力支持信息扶贫工作
比如某农业大学或农科院要从院、系、所调用农业、畜

牧方面的专家下乡扶贫 ,或调用大量学生青年志愿者从网

上搜集扶贫信息等 ,这些都需要基层单位领导从思想上对

信息扶贫形成共识 ,并引起高度重视 ,然后才能从行动上予

以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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