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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关镇、马桥镇产业扶贫、农民增收的
调 研 报 告
县政协第六调研组

根据县政协统一安排，第六调研组在副主席屈万青的带领

下，围绕“产业扶贫、农民增收”课题，深入城关镇、马桥镇听

取情况汇报，召集乡镇经发办、精准扶贫办、人社中心、农技中

心、专业合作组织、村干部等多个层面人员广泛座谈，深入研究，

实地调查、走访城关镇金盘洞村、管驿村，马桥镇安家湾村、白

果村，了解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贫困户产业发展和家庭收入、产

业扶贫政策兑现及新型经营主体运转情况，基本掌握了两个乡镇

产业扶贫、农民增收的现状，集中听取县直相关部门情况汇报后，

调研组形成了一些推进产业扶贫，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建议，现

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两个乡镇“产业扶贫、农民增收”取得阶段性成果，呈现以

下特点：

一是压实责任健全机制保障有力。市、县、镇、村各级扶贫

单位及干部层层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包宣传政策、包项目落地、

包产业验收、包兑现奖补、包致富增收、包脱贫出列责任。城关

镇将精准扶贫纳入对农村、社区和镇直单位及全体干部年度目标

考核，产业扶贫考核权重占精准扶贫的 50%，占综合目标考核的

15%以上；把市、县精准扶贫、“第一书记”、镇干部和村干部

四支队伍整合为“四合一”工作队，“专下来、沉下去”扶贫措

施精准到位。据调研了解，马桥镇白果村 2016 年整村出列，为

确保顺利脱贫出列，白果村支两委一班人及党员代表牵头投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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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土豆种植专业合作社一个，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一个，网络贫

困户 85 户增收脱贫。2016 年，城关镇兑付产业奖补资金 733.86

万元，占重点贫困户的 87.7%，马桥镇兑付产业奖补资金 640 余

万元，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

二是规划引领项目定位科学有效。城关镇大力实施“双四

一”产业增收计划，即每个村引进或成立一个专业合作社，注册

一个地产商标，培育一批产业示范典型，建设至少 100 亩以上连

片产业示范基地；每个贫困户至少有 1-2 个短平快增收项目，有

一个帮扶责任人，每户有一个技术明白人，每户有一本收支台帐。

马桥镇安家湾村将苍术、柴胡种植确定为本村主导脱贫产业，全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109 户，2016 年发展药材种植贫困户 72 户，

占到贫困户总数的 66%，带动贫困户增收，为全村 2017 年整村

出列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因地制宜产业发展初具特色。两个乡镇均依托本地优势

发展产业，特色鲜明。马桥镇发挥群众多年药材种植的优势，2016

年循环种植柴胡、苍术等地道药材 15000 亩；结合已有的乡村旅

游基础，在九里山、鳌头山、董家沟发展新能源项目，发展传统

养殖大户 120 多家，培植生态大米、中药材、核桃等产业基地

41 个。白果村依托土豆专业合作社网络农户大力发展土豆产业，

形成土豆种植专业村；安家湾村依托禾丰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实现药材种植订单化生产，建立苍术种植可追溯系统，形成药材

种植专业村。城关镇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一村一品”，景区沿

线围绕旅游做文章，在小沟村樱桃种植达到 800 亩，温泉沿线打

造桃李谷；发挥城区周边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在东坡村发展

土豆 100 亩，在小沟、堰塘、白果园等村新发展蔬菜基地 500 亩；

在距城区较远的管驿村、白果园村发展油用牡丹基地 500 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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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厂、堰塘、凤凰山、金盘洞、三道峡等村新发展中药材 550
亩。

四是精准发力农民增收初见成效。截止 2016 年底，城关镇

285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共有 1605 户贫困户确定了种植、养

殖等致富增收项目，占到建档立卡户总数的 56.3%。加上外出务

工和就业创业脱贫产业覆盖面达到 96%。2016 年，全镇农村经济

总收入达到 543.85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1%；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到 10239 元，比 2015 年增加 1099 元，增长 12%。全镇 877 户、

2545 人贫困对象顺利通过脱贫出列验收。

二、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发展不够平衡。一是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就乡

镇之间比较而言，马桥镇共 30 个村，2016 年集体经济收入在 5

万元以上的 27 个，占到总数的 90%，其中经营性收入占比达到

60%以上的 21 个，占到村总数的 70%；城关镇 20 个村，2016 年

集体经济收入在 5 万元以上的 11 个，占总数的 55%，其中经营

性收入占比达到 60%以上仅有 8 个，占到村总数的 40%；就乡镇

内部各村比较而言，马桥镇集体经济收入最高的尧治河村 2016

年收入达到 35 亿，而白竹头、罗家山、分路碑却没有集体经济

收入。二是贫困户产业发展不平衡。就城关镇而言，郭家庄制定

脱贫增收项目达 12 种，管驿村达 11 种，传统种、养殖与新型的

油用牡丹、油茶等项目齐上阵，“多而全”、“小而杂”，不成

规模，效益有限。走访调查的四个贫困村中，马桥镇安家湾村确

定柴胡、苍术种植为主导产业，2017 年种植面积将突破 500 亩；

白果村将土豆种植确定为主导产业，2016 年种植面积达到 1540

亩，能够有效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城关镇管驿村和金盘洞村虽

然有鼓励发展的主导项目，但种植、养殖全面开花，尚未形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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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带动、群众支持、效益较好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群众增收致

富缺乏长效保证。

（二）龙头带动不够明显。一方面，随着产业扶贫奖补政策、

金融支持政策的出台，受到政策利好驱动，一大批新型经营主体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受到资金、技术、市

场、销售及各类经营主体法人社会责任感等多重因素影响，各类

合作社产业经营能力参差不齐，部分经营主体“泥菩萨过河”，

甚至不排除部分经营主体套取扶持资金的现象。调研统计数据反

映，2016 年城关镇各村新成立合作社 13 家，家政公司 1 家，网

络贫困户 752 户，仅占到贫困户总数的 26%，马桥镇各村新成立

14 家，网络贫困户 800 余户。同时，部分村同类产业组建多个

合作社，各自为政，同质竞争，一定程度影响产业规模的发展和

品牌的形成。城关镇九皇山村以茶叶种植为主，2016 年茶叶种

植面积 242 亩，村内成立茶叶产业经营主体共四个：宏超茶叶种

植合作社、楚和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安银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九皇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三）群众参与不够主动。调研走访中，有村干部反映少数

贫困户因病或因家庭破裂失去发展信心，得过且过。部分贫困户

发展产业，选择脱贫致富项目基于国家扶持政策，没有仔细研究

自身家庭情况、资源特点，仅仅着眼于眼前效益，“小富则安”、

“小进则满”，关注产业扶持政策兑现的热情远高于自身产业发

展。调研组走访调查的 4 个贫困村 4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经

营性收入占到 50%以上的仅有 9 户，仅占到抽样调查总数的 23%,

贫困户收入大部分依靠务工收入。青壮年外出务工，因缺技术普

遍从事重体力劳动，收入不稳定，同时因技术、资金、劳动力等

因素制约没有回乡创业的动力，留守的多半或年老、或多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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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残、或因智力因素，没有发展产业的能力。

（四）农民增收不够稳定。农业产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性，

周期长见效慢。调研走访的 40 多户贫困户，产业项目均以传统

的种植、养殖为主，但养殖业受市场、疫病影响大,种植业受气

候影响较大。贫困户由于自身交通不便、资金不足、缺乏技术、

劳动力不足等因素制约，自身没有抵御风险的力量，遭遇旱涝灾

害流行疫病就无法增收脱贫或再次返贫。走访的 4 个重点贫困村

中，马桥白果村、城关镇管驿村 2016 年整村出列，从调研统计

数据看，管驿村 2016 年新发展油用牡丹 140 亩，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展 62 亩，新发展用材林 231 亩，其中贫困户发展 85 亩，

据林业部门介绍，油用牡丹收益需要 4-8 年的周期，以杉木为主

的用材林至少 15 年以上才能收益，发展这两类产业的贫困户

2016 增收完全依托产业扶贫资金，一旦产业扶持政策变化，贫

困户就失去收入，依赖产业扶持资金脱贫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

（五）扶持政策不够完善。一是产业奖补范围有待完善。调

研中各级干部一致认为贫困户发展产业必须依靠能人大户、专业

合作社的带动，但精准扶贫产业扶持政策出台后，将扶持政策全

部整合至建档立卡贫困户，现有政策没有覆盖这一部分有带动能

力的发展大户及合作社，一定程度影响贫困户发展产业增收致

富。同时，部分见效快、有龙头带动的产业没有扶持政策，比如

葛根种植，马桥镇中坪葛业开发有限公司及绿珍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座谈中反映，目前全县葛根产量无法满足市场

需要，公司有发展葛根种植的计划，但葛根种植没有纳入政策扶

持范围，贫困户带动有难度。二是产业验收标准有待改善。目前

施行的种植业验收办法，以亩计算，要求连片，综合成活率、种

植密度等综合考虑，但考虑各村实际情况，诸如发展林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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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种验收办法已然不够完善。比如城关镇金盘洞村，2017 年

计划发展油茶种植 135 亩，但金盘洞村耕地面积有限，群众种植

普遍随坡就岭，见缝插针，按现行验收政策，发展油茶产业的贫

困户享受扶持政策困难很大。

调研过程中，调研组成员、参加座谈讨论的镇村干部及走访

调查的群众普遍反映存在以下顾虑：

一是产业发展规模壮大以后怎么办？产业发展不成规模难

见效益，但成规模以后的销售是关键。马桥镇白果村神龙园绿色

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网络农户种植土豆1540亩，2016年产量230

万斤，村干部反映，销售渠道不畅通，没有形成产业链条，土豆

销售是最头疼。

二是已脱贫农户因病因灾返贫后怎么办？受天灾人祸等不

可抗拒因素影响，部分贫困户好不容易脱贫出列又返贫。对于这

一部分贫困户，有没有针对性的帮扶机制和措施，怎样预防和减

轻贫困户返贫的几率和贫困的程度值得考虑。

三是易地搬迁后的产业发展怎么办？异地搬迁贫困户稳得

住、能致富迫在眉睫。调研走访的 20 户集中安置异地搬迁贫困

户普遍反映集中安置后产业发展有困难。马桥镇白果村 2 组集中

安置贫困户张贵海，现年 54 岁，种植土豆 3 亩，柴胡 2 亩，养

猪 4 头，养牛 3 头，养鸡 40 余只，2016 年 11 月搬至集中安置

点后，每天往返三次放牛、喂猪、养鸡，往返一次需要 40 多分

钟，张贵海本人患有风湿腿，给产业发展带来极大不便。

三、对策和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政府引导，精准选择致富产业。产业扶贫

首先要选准、选好产业。建议：要坚持突出特色，连片发展。进

一步科学论证，突出绿色有机农业发展，在全县众多产业品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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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3 至 5 个主导产业，各乡镇结合实际突出“一镇一品”、“一

村一品”，突出地域特色，突出产业特色。要进一步压实责任，

强化政府引导。驻村工作队及各级干部要科学研究挂点贫困村资

源禀赋，区位优势，围绕全县主导产业，根据各村实际情况，帮

助确定主导产业，因地施策，因人施策，宜林则林、宜养则养、

宜种则种。要坚持长短结合，出列与巩固成果并重。围绕主导产

业，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发展“长短结合”，既有保证当年

增收的“短、平、快”项目，又有推动贫困户脱贫增收的长效项

目。

（二）进一步强化示范引领，多方带动推动产业发展。贫困

户发展产业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引领带动。建议：发挥集体经济引

领作用。探索壮大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盘活村集体资产资源，

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村民住房财产权、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林权等抵押担保形式，提高农村资源资产市场化程度，

有效盘活存量资源，通过集体经济发展带动贫困户产业发展。发

挥能人大户的带动作用。群众对身边的能人认可度高、信任度高、

接受度高，要充分利用致富能人等身边榜样的力量，积极培育和

引导一批致富能人，依托各村各地优势资源和主导产业，将贫困

人群联合起来，实现整体脱贫。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引领作用。带

动贫困户产业发展的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在精不在多，要整合

资源积极培植带动能力强的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产业发展，减少

同质发展，重复投资。推行“企业+贫困村”的模式，进一步推

进名誉村主任工程，带动集体经济发展；大力推进“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公司＋基地＋贫困户”的扶贫产业模式，解决

贫困户资金、技术、销售难题，提高致富能力。延伸产业链条提

高产业化水平。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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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附加值。鼓励支持企业发展订单农业，突出提升龙头企业对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户就业带动力。鼓励发展农业“互联网

+”，推动电商发展，推动农产品线上销售，扩大产品销路。

（三）进一步完善产业扶持政策，助推贫困户产业发展。进

一步完善产业扶持政策。调研论证，丰富政策扶持项目范围，县

内发展的产业项目应补尽补；研究短期见效的项目与周期较长的

项目的补贴标准，适当减少“短、平、快”项目补贴标准，延长

长期增收项目补贴时间，助推贫困户发展长效致富项目；加强与

金融部门衔接沟通，优化贫困户申请金融贷款程序，助推贫困户

扩大产业规模；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解释力度，确保县、镇、村

三级干部及贫困户政策解释无死角。研究针对能人大户、专业合

作社、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出台针对能人大户、专业合作社及

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将该政策与带动贫困户挂钩，发挥其引领

带动作用；尽快落实能人大户、合作社、龙头企业金融扶持政策。

优化产业验收机制。建立产业发展过程追溯机制，杜绝套取产业

扶持政策的现象；尊重产业发展规律，进一步研究林业产业奖补

验收模式。探索农业产业保险制度。将农业保险推向市场，探索

由政府和财险公司“联办共保”的机制，增强农业产业抵御风险

能力，保证贫困户利益，杜绝因灾返贫现象。建立建档立卡贫困

户动态管理机制。产业发展较好，增收持续的贫困户及时验收出

列；已经脱贫出列，因疾病、重大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再次返贫

的，建立临时帮扶和产业发展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成果。

（四）进一步研究易地搬迁集中安置贫困户产业发展模式，

确保“稳得住、能致富”。积极向上汇报争取政策指标。争取集

中安置异地搬迁比例，综合考虑贫困户原址资源条件，在交通、

饮水、通讯等基本生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允许产业发展资源优

https://www.baidu.com/s?wd=%E4%BA%BA%E4%BF%9D%E8%B4%A2%E9%99%A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PHc1rAc1m16zrj6dmvD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Ln1bdnWmsPjnvPWfdnj6v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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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贫困户就近安置，减轻集中安置点的产业发展压力。科学选

择集中安置居民点。针对 2017 年、2018 年即将建设的易地搬迁

居民安置点选址，坚持“向景区、向园区、向城镇”三靠近原则，

方便贫困户就近安置就业。完善居民点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建设。

已搬迁入住的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尽快配套建设通过环保评审

的猪圈、牛圈等基础农业设施，以方便贫困户发展致富项目。流

转资源入股分红。动员易地搬迁贫困户将个人经营的山、田及其

它资源，以入股的方式投入到各经营主体中，通过劳务收入及资

产收益分红，实现稳步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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