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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世 伟 同 志
在全县产业扶贫推进现场会上的讲话

（2017 年 5 月 25 日，下午 2：30）

同志们：

今天的会议十分重要。我反复讲，产业扶贫是“命根子”，

产业扶贫抓好了，精准扶贫就有底气，脱贫就不愁；产业扶贫抓

不好，精准扶贫就是空中楼阁，精准脱贫就是一句空话。上午，

大家观摩了两峪、歇马、黄堡产业扶贫点，刚才观看了全县产业

扶贫视频，明锋同志宣读了《产业扶贫推进办法》，一会儿，云

波同志还要作安排部署，请大家抓好落实。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如何认识当前的形势

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全县产业扶贫形势：

（一）肯定成绩，坚定信心。自开展产业精准扶贫以来，各

地各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贫困户依托产

业脱贫能力明显增强。2016 年，贫困户新建特色产业基地 14.7

万亩，全县特色产业基地达到 90 万亩。发展特色产业的贫困户

达 2.2 万户、6.4 万人，占贫困户总数的 76%。二是集体经济逐

步壮大。65 个重点贫困村集体经济实现新突破，一批重点贫困

村集体产业逐步壮大，建成了一批产业示范基地。三是完善了扶

持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基本实现扶贫

产业、扶贫对象、扶贫渠道全覆盖，确立了以乡镇为责任主体，

村支两委、驻村工作队协调配合的工作落实机制。

（二）统一思想，端正认识。我感到在产业扶贫上还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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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模糊认识：一是思想上重视不够。少数地方和单位主要负责人

对产业扶贫只是一般性地安排部署，没有常抓重管，没有过硬措

施，缺乏科学有效的办法；有的甚至存在厌战懈怠思想，产业扶

贫“命根子”始终没有抓住。二是“就扶贫而扶贫”。近两年的

政策扶持仅仅局限于贫困户，对非贫困户发展产业扶持不够。今

后，我们必须抓住难得的扶贫机遇，进一步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三是产业定位不清晰。我曾经讲过，保康是“有资源无产业，有

产品无品牌，有基地无规模，有市场无效益”，什么是主导产业？

什么是优势产业？什么是富民产业？怎么定位？没有一个明确

的认识，不解决产业定位问题，我们的产业发展还会走弯路。四

是在扶持新型经营主体上思想不统一。农民发展什么产业？怎么

种？卖给谁？这些问题村委会解决不了，政府也解决不了，只有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能人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才

能解决。我们一些部门不敢把项目给新型经营主体，怕担风险，

怕犯错误，总是“条条框框、规规矩矩”。我们要统一思想认识，

旗帜鲜明的支持，既要管好项目资金、规范运作，又要坚决打击

骗取政策资金、玩忽职守的行为。

（三）正视问题，强化责任。当前，在产业扶贫上还存在一

些突出问题：一是集中安置点产业不配套。易地搬迁户没有当家

田，没有支柱产业，稳不住、难致富的矛盾日渐显现，这个问题

不解决好，易地扶贫搬迁就难以为继。从今年开始，要优先考虑

产业配套问题，把产业发展纳入集中安置点选点、规划、建设同

步实施，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引领安置户发展特色产业。二是驻村

作风不扎实。有得单位驻村工作不实不准，时间不达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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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天，信息不准确，情况不了解，感情不真实。这里要表扬民

政局，他们驻黄堡青龙湾、百峰坪两个村，在 5 月 17 日市督查

组暗访督查中，首先到百峰坪村，抽查驻村队员和贫困户，驻村

队员对贫困户情况了如指掌、对答如流，贫困户对帮扶干部去了

几次、干了什么事都一清二楚，督查组十分满意。然后又到青龙

湾村，督查组一看工作队又是民政局的，就问了 1 户情况，同样

是对答如流，就没再往下问了，直接免检了。我们驻村工作就要

达到这个标准和效果，让上级放心、群众满意。三是帮扶措施不

精准。帮扶形式多为“输血式”，认为只要跑个项目、给点钱就

算完成任务，缺乏系统性和长效性，在帮助贫困户发展致富产业、

扩宽致富渠道、增强致富能力等方面措施不精准，“造血”功能

不强。四是组织管理不严格。一些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不是想方

设法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按规定做好产业验收，而是帮助贫困

户虚报面积，套取产业奖补资金，产业发展没有落到实处。这些

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

第二，如何做好产业发展工作

一要明确目标定位。重点发展中药材、林果、茶叶、蔬菜、

烟叶、生态养殖 6 大产业，力争到 2020 年，特色产业基地面积

突破 100 万亩，实现农业总产值 80 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加 3000 元以上。要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优化产业布局。

按照“一镇一品”要求，优化产业带布局，打造中药材、核桃、

茶叶、烟叶、水果等产业带。突出产业区域比较优势，优化空间

布局，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扩展产业发展空间。按照产业类型，

优化结构布局，每个村选择 1-2 项主导产业，每户选择 1-2 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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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长短结合、以短养长、以长补短。二是夯实基础设施。加强

高标准农田建设，培育产业良种繁育体系和大型农产品营销市

场，支持电商产业发展，创建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畅通农

产品销售渠道。三是构建新型经营体系。支持创办各类专业化社

会化服务组织，引领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优势特色产业分工分业。

鼓励能人带动农户共同组建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公司+农业、

合作社+农业、电商+农业、旅游+农业”多种业态融合发展。四

是打造农产品品牌。推进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制定一批地方标准

和生产技术规程，打造国家级、省级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大

力发展“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我们已建立了农产品质量追溯

体系和平台，策划了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由王迪同志负责，运

用“互联网+”把品牌打响。五是推进集中安置点产业发展。按

照镇村主体、龙头带动原则，积极推进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产业发展。全省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马上要在保康召开，要端出

高质量的“菜”来。

二要强化方法措施。一是组建过硬的产业发展队伍。各乡镇

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拿好产业发展的“指挥棒”；要支持企业

家投资扶贫产业，通过企业引领产业发展；要组织专家技术顾问

团队，强化驻村力量，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组建过硬的“主

力军”队伍。二是强化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在落实当前各项政策

的基础上，研究出台非贫困户产业发展、重点特色产业项目、特

色农产品营销、农产品品牌、集中安置点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完

善金融支持政策。三是强化产业招商和项目争取。围绕延伸产业

链、农产品深加工抓招商，推动农业企业兼并重组，培育行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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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企业。围绕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精准扶贫、重大农业开发，加

强政策项目争取，实施一批产业扶贫、产业发展重点项目。

三要创新发展机制。一是盘活存量资产。帮助各村盘活集体

资产加快发展集体经济；引导陷入困境的农业企业并购重组，盘

活存量资产；对无法履行招商引资协议、未及时开工的项目，要

通过政府回购等办法，盘活土地、厂房等资产，为招商引资腾出

空间。二是优化发展模式。积极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因户

施策，精准发力，为每一个农户、每一个村、每一个产业选择合

适的发展模式，鼓励企业创新模式，探索成功经验。三是发展林

下经济。山林资源和林果产业是我们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发展资

源，要把林下种养作为拓展产业发展的新空间，实行林下套种、

养殖，大力发展水果产业，既要发展产业，又要保护生态。四是

推进三产融合发展。结合“绿满保康”和生态功能区建设，把产

业基地做成景观，加强休闲农业示范小区建设，支持林川、清滩、

徐家堰等 21 个纳入国家乡村旅游扶贫工程的村，发展乡村旅游

业。依托尧治河、五道峡、九路寨等景区带动周边村庄加快发展。

第三，推动产业扶贫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一要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完善县领导联系产业制度，每名县

“四大家”领导包一个产业、包一个乡镇、联系一个村。各乡镇

要调整配强产业扶贫领导小组人员，充实工作力量。特别是各乡

镇班子新人较多，要迅速进入角色，熟悉情况，全心身投入精准

扶贫工作。

二要明确工作责任。乡镇是产业扶贫责任主体，要紧紧抓住

产业扶贫“命根子”，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扶贫办、财政局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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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金整合力度，集中用于产业扶贫投入。农业局要发挥牵头抓

总作用，统筹协调，明确思路。县直各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主

动参与，完成驻点帮扶村的产业扶贫任务。

三要强化督办考核。“两办”、县产业扶贫办公室要加强督办，

及时发现问题、找准症结、推动整改，对弄虚作假的要严肃追责

问责。要做好夏季扶贫产业验收，坚持“谁验收谁签字、谁签字

谁负责”，做好结果公示，开展痕迹化管理，确保产业奖扶政策

落实精准。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