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状

11 月 4 日傍晚，记者来到云南省

禄丰县金山镇的廉租房小区，敲开低

保户肖启仙的家门。她正准备做晚

饭，烧水下面条，再放点白菜叶，就是

一顿晚饭。“下面条省事，不用再炒菜

了。”这样的晚饭，对于肖启仙来说，

习以为常。

8 年前，丈夫从县里的砖瓦厂下

岗，快50岁的他，只有小学文化，除了

烧砖没什么技能。年龄、技能都不占

优势，找了一段时间工作未果，两口子

摆起地摊，卖起了小百货。辛辛苦苦

一个月，只能挣个三四百元。除此之

外，肖启仙家另外一笔大收入就是每

个月300多元的低保金。

量入为出，平时，肖启仙一天只

能拿出六七元钱来买菜，“每次都是

从菜市场的这头走到那头，挑最便

宜的买。”

现在，肖启仙一家住的是44平方

米的廉租房，月租30元，对此，肖启仙

心存感激，因为之前，她全家只能寄居

在亲戚家里。

像肖启仙这样的弱势群体，还有

很多，有的处境比她还困难。按照

2009年确定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标

准，我国还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我国尚有3597万人绝对贫困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穷人还不少，按照年均纯收入不足1196元计算，这样的绝对贫困人口在我国有3597万。著名经济学

家樊纲说，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还是经济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创造是让数亿中国人永久脱贫的唯一可行方法。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低下，话语权不足。这群人，我们通常称之为弱势群体。

他们有的失去劳动能力，靠政府救济过活；有的虽有劳动能力，但因缺乏技能和机会，长期无法就业；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苦苦

跟温饱做斗争，有的则是经济社会改革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像农民工、下岗职工等群体。

他们的生存状况究竟怎样？有哪些诉求与期望？该如何改善他们的处境？记者近期进行了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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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穷——孩子接受不了良好的教

育——找不到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收

入低、过着和父辈类似的生活。当穷成为

穷的原因，最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难过。

关爱弱势群体、关心困难群众，重点

放在哪儿？即将过去的“十一五”，国家改

善民生的力度前所未有，低收入群体的温

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展望“十二五”，他

们和其他人一样期待着过上更好的生

活。实现这一点，单靠财政增加投入是不

够的，关键要鼓励每个具体的家庭和个人

通过自身奋斗改变生存状况，并为这种改

变提供一条畅通的渠道。

畅通渠道是一项更为繁杂的系统工

程。无论是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减少户

籍对劳动力的束缚，还是推进公共服务均

等化、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每一项都需要

破除许多利益障碍。这些工作，可能远比

每年拨多少钱扶贫、逢年过节送温暖等要

复杂、麻烦，但却会真正给弱势群体以希

望，让他们有奋斗的动力，也使社会更有

活力。 据《人民日报》

我国弱势群体生存状态调查
目前还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他们年均纯收入不足1196元

担忧

面对现实的困境，底层人群有哪

些期盼？

张中周是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杉树乡大寨村贫困农

民。记者换了三次车、历时10多个小

时从贵阳来到他家时，只见屋子里堆

满了玉米棒子和各种农具，就是没有

一件像样的家具。三间瓦房已经住了

40多年，椽子、大梁都已变形，十足的

危房！老张不怕吃苦，种玉米，种水

稻，种烤烟，养猪，养蜂，一直在凭着自

己的辛劳，供几个孩子上学。种完玉

米种棒子，年年都是老样子。日子就

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苦累都不怕，

最怕的是没机会。”张中周说。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的刘静

芬对分配公平特别敏感。刘静芬下岗

后，在社区当了5年的清洁工，月收入

从1200元涨到了现在的1700多元。“平

均1年涨100元，还赶不上物价涨，你看

看小区的房价，5年前一平方米卖5000

元，现在卖三四万元。”刘静芬说，每天

看着小区业主开着各式高档汽车进进

出出，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年头，就是

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苦哈哈！

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没本事。”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

究中心陆汉文教授认为，对于弱势群

体，首当其冲的问题肯定是保生存、

告别贫困。这就要把促进就业、加大

扶贫开发作为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生存

状况的优先选择，千方百计提高他们

的收入。

弱势群体最怕的是没机会

解困 只有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
四川省仁寿县是个有着162万人

口的大县，在汶川地震中，全县有83所

敬老院受损严重。副县长李莉告诉记

者，为了不让五保户等本来已经十分

困难的群体生存状况因地震恶化，仁

寿县 2009 年新建、改建了 92 所敬老

院，全县16398户五保户85%陆续住进

了敬老院，接受政府的集中供养。

仁寿县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已

经基本建立起了以扶贫开发和低保为

主体、各项配套救助制度为补充的城

乡弱势群体保障救助体系，基本能满

足他们的生存性需求。

要让弱势群体生活更加幸福更有

尊严，所有的措施归根结底还有赖于

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有做大整个

蛋糕才有可能让每人分到更大的一块

蛋糕，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发展中的

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龙龙说。

对此，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

经济学家樊纲日前也撰文指出，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我国要缩小社会差距、

收入差距，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还是

经济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

位的创造是让数亿中国人永久脱贫的

唯一可行方法。

除了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也重要。

观点

“穷”莫成穷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