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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产业兴 脱贫花开致富路
市农业农村委以产业扶贫为根本筑牢“两不愁”基础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是防止返贫和

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的重要保障。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

精准。产业扶贫能否让贫困户可持续脱贫增收，同样
关键在于精准施策上。”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说。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切实做好产业扶
贫大文章的要求，市农业农村委牢记嘱托，立足自身
优势和特长，始终把落实精准方略贯穿于产业扶贫全
过程，抓紧抓实抓细。通过精准搭建产业扶贫大架
构、精准建立四级产业指导大体系、精准写好利益联
结大文章，推动产业扶贫走深走实，为重庆高质量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精准搭建产业扶贫大架构一颗李子、一粒龙眼荔枝、一颗橙子
……能有多大效益？一个区县久久为
功，深耕产业，能干出一番什么事业？走
进我市曾经的18个贫困区县，深入脱贫
攻坚一线，就能感受这两个问题的分量。

在奉节，脐橙被列为当地的主导产
业，长江流域两岸种植了850多万株。
如今，脐橙产值达11亿元，占全县农业
产值的20%，成为当地30余万果农脱贫
增收的“致富果”。更重要的是，当地走
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
色发展路。

在巫山，脆李成为全县主要的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之一，从事李子种植

的果农达5万余户，年产值有8.1亿元，
带动2.6万人脱贫增收。其中“巫山脆
李李行天下”品牌发布后，更是将巫山
脆李卖向了世界。

……
近年来，为做深做实产业扶贫，市

农业农村委坚持精准方略大力培育主
导产业，紧扣解决“两不愁”问题，把产
业扶贫纳入全市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发展统筹规划布局，制定出台了《全
市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大力
实施“十百千工程”，指导和支持各区县

因地制宜培育1—2个主导产业，各贫困
村发展1个增收产业。

以丰都培育的特色主导产业为例。
该县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围绕

“一心两极三带”布局，大力发展以肉
牛、鸡、红心柚为拳头产业的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形成了“1+6+X”扶贫产
业格局，建成了沿长江、龙河、渠（碧）溪
河三个经济带，推动扶贫产业由分散布
局、单一发展逐步向区域化布局、集群
化发展。

丰都培育的特色产业只是全市贫困

区县培育主导产业的一个缩影。目前，
全市贫困区县按照全市产业发展方案，
因地制宜创建了市级以上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14个，其中各区县至少培育了1
个主导产业，初步形成了“一县一特”的
产业发展格局。全市累计建立扶贫特
色产业基地近700万亩。

值得一提的是，在做好主导产业全
覆盖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委探索推动产
业扶贫与乡村产业振兴有机衔接，调研
起草了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
指导意见。目前云阳、武隆以及18个深
度贫困乡镇和18个贫困村正在进行先期
试点。

精准建立产业指导大体系依托市、区县、镇（乡）村、贫困户四
级，逐级搭建产业扶贫指导体系，上下联
动，压实责任，建立起46.7万户贫困户产
业到户台账，精准做到村村产业技术指
导有保障，户户能增收。

“杨书记你瞧，这些鸡吃得好好嘛！
今年二三月，一个月能捡600多枚绿壳
蛋。”前不久，开州区义和镇同治村5组建
卡贫困户郭功菊对来家里查看蛋鸡养殖
情况的村支书杨显文热情地招呼道。

刘大姐致富的背后，是义和镇党委
政府按照主导产业指导到村、产业精准
指导到户的产业扶贫思路。义和镇的贫
困户过去由于动力不强，发展产业缺乏
资金和信心。后来镇里利用110万元到
户扶持资金，通过“合作社+贫困户”的发
展模式，带动了726户贫困户发展黑羽
绿壳蛋鸡2.8万只，实现贫困户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如今，扶贫产业到村到户

覆盖了开州全区80%以上贫困户，贫困
人口年经营性收入高于全区农村平均水
平3个百分点。

“产业扶贫是一个大概念，搞什么、
在哪儿搞、谁来搞、卖给谁，都要精准。”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打通
产业精准到村到户“最后一公里”，建立
了市、区县、镇（乡）村、贫困户四级产业
指导体系。市级层面，组建了18个产
业扶贫工作技术指导组，定点联系指导
33个有扶贫任务区县和18个深度贫困
乡镇；组建9个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联
合开展技术攻关和服务指导。农户层
面，建立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
全市选聘产业发展指导员15838人，推
广“双对接双选择”产业到户机制，帮助
贫困户落实产业项目、帮助产品销售

等。
此外，为鼓励贫困户发展到户产业，

市农业农村委还指导区县完善了到户产
业扶持的财政投入、农业保险、贷款担保、
信贷支持等政策措施和补助标准，出台了
《重庆市“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申报认定及
监测管理办法》。截至目前，贫困区县创
建“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达242个。

“过去种‘三大坨’，现在养鸡一年还
有1000元的补助。”郭功菊对于现在的
生活很满意。按在家有劳动力，有饲养
意愿的贫困户每户每年1000元的标准，
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补助到户，两年多
来共发放鸡苗2.8万只，补助726户，户
均补助2000元。

值得一提的是，市农业农村委还建
立了产业精准到户台账，对每个贫困户

建立扶贫产业发展、利益联结档案，实行
动态监测和指导调度，精准掌握每个贫
困户扶贫产业状况，为精准指导贫困户
产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已先后
建立贫困户产业到户台账46.7万户，覆
盖全市89.3%的建卡贫困户。

与此同时，针对扶持发展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问题，市农业农村委
制发了《关于切实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产业发展的通知》，支持搬迁贫困户在
迁入地流转土地发展特色高效农业，解
决“菜园地”问题。对直接发展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的搬迁贫困户，给予1万—3
万元到户补助。目前，全市17个区县易
地扶贫搬迁户中，从事农业生产的4.6万
人，劳务务工近5万人，从事乡村旅游、餐
饮、微商、网店等其他经营人员4100余
人，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搬迁贫困人口
3662人。

精准做好利益联结大文章推动产业扶贫与“三变”改革、股权
化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相结
合，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建立8种利益联结
方式，确保脱贫增收细水长流。

产业扶贫是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
途径，但必须推动产业发展与“三变”改
革、股权化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等相结合，在发展壮大扶贫特色产业的
同时，建立完善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
实现贫困户的可持续脱贫增收。

以农村“三变”改革为例。市农业农
村委在推动产业发展上转变思路，通过
与“三变”改革相结合，整合涉农项目资
金，集中流转、整治、出租土地，变贫困村

“闲散资源”为“优质资产”，涉农扶贫资
金变村民合作发展股金，农民变股东。

奉节县平安乡文昌村是市级深度贫
困村，也是2018年重庆“三变”改革试点
村。前不久，该村贫困户贺德东将土地
流转出去当上股东后，又在当地的养猪
场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驻村第一书记徐毅说，“2018年，我
们对集体的土地、森林、固定资产等探索
了点上‘化零为整，确权不确地’、面上

‘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措施，培育了村
股份经济联合社。同时，按照单一配股
的方式，将村集体经营性资产量化到每
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村740户2285
个村民成为了联合社的股东。他们通过
流转土地、反租倒包、直接用工、财政资
金股权分红、村集体二次分红等利益联

结还实现了六大增收。”
如今，文昌村通过“三变”改革，产业总产

值由2017年的4910万元增长到2019年的
5941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7年
的8583元增长到2019年的10575元。

“三变”改革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
产业发展、农户增收只是全市创新产业扶
贫的一种发展方式。近年来，为发挥各种
农业农村改革政策利好的优势，市农业农
村委尝试将产业扶贫与深化农业项目财
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等农业农村改革相融合，加快吸引
城市资本下乡大力扶持发展龙头企业、规
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致富带头人
返乡创业创办家庭农场等，建立了各类新
型经营主体带动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拿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
简单来说，即是将财政投入到农业企业的
项目补助资金的50%以上作为涉及土地流
转的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持股，按持股金
额的5%-10%/年固定分红。目前，此项
改革惠及50.7万户农户（贫困户7万余户）。

重庆华裕耀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
丰都新引进的一家集蛋鸡养殖、蛋品加
工、饲料种植于一体的畜禽养殖龙头企
业，如今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贫困户”的发展模式，带动龙孔镇李
家坝村和大坝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在

实现农户产业分红外，还带动贫困户和
村民120余人务工，实现年人均收入达
30000元以上。

为促成各新型经营主体构建完善的
利益联结机制，市农业农村委制定出台
了《关于健全完善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
益联结机制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产
业扶贫带贫机制防止“一股了之”“一分
了之”的通知》，推广资产收益、土地流
转、资金入股等8种联结方式，同时明确
经营主体带贫责任和支持措施，完善了
相关收益分配办法。

此外，在扶贫产品的销售上，市农业
农村委更加注重扶贫产品的产销对接精
准。一方面通过开展农业龙头企业“精
准扶贫库区行”“渝东南精准扶贫行”和
与18个深度贫困乡镇产业扶贫项目对接
活动，目前已签订意向合作项目219个、
投资87.6亿元；另一方面，推动10大品
牌农产品上京东，以及推荐贫困区县23
个品牌农产品在央视等媒体免费展播，
同时推动“渝货进山东”，开展“巴味渝
珍·香落齐鲁”等系列活动。仅去年1—8
月，山东采购、销售重庆结对地区特色农
产品1.95亿元。

辣椒产业让贫困户过上好日子

脆李上市 摄/宋开平

涪陵榨菜传统制作现场

奉节脐橙硕果累累 摄/黄茂鹤秀山土鸡林下撒欢

秀山钟灵茶农采摘清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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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创新为引领
瞄准六大方面重点推进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制度。
●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健全乡村振兴用地保障机制。
●高质量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整市试点。
●扩面深化农村“三变”改革试点。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数”说产业扶贫成果》》

——各贫困区县均培育了 1
个以上主导产业，实现14个国家
重点贫困区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0412元，同比增长

10.7%，比全市平均增速高 1.1
个百分点。

——完成农民专业合作社
“空壳社”清理，其中 1890个贫
困村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占贫
困村总数的98.5%，新创建市级

示范合作社282家，扶持455个
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137个村

开展“三变”改革试点，近30万户
贫困户实现利益联结。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