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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渡湾镇产业扶贫、农民增收情况

调 研 报 告

县政协第一调研组

按照县政协的统一安排，2 月 27 日至 3 月 7 日，第一调研

组先后深入到过渡湾镇和鸿兴园村、清滩村，围绕产业扶贫、农

民增收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采取看产业扶贫现场、

查村级扶贫档案、实地调查贫困户、多层次开展座谈等方式，全

面了解该镇产业扶贫、农民增收情况。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产业扶贫基本情况

通过调研走访，我们感到近几年，特别是实施产业扶贫两年

来，过渡湾镇紧紧抓住产业扶贫这个“命根子”，突出“四个坚

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引导贫困户依靠发展产业实现增收

脱贫，贫困群众自我“造血”能力显著增强，初步走出了一条政

策激励、产业支撑、贫困户稳定脱贫的路子。

（一）政策落实“三个到位”。一是群众会议召开到位。镇

村两级先后召开精准扶贫政策宣讲会议 50 余场次，由镇驻村干

部、产业专班逐村督导召开产业扶贫政策宣讲和项目对接，对产

业扶贫奖补政策及具体操作办法进行详细解读，消除贫困户的思

想顾虑，激发贫困户发展热情。二是政策卡册发放到位。对所有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平发放一份《一卡通》，让每个贫困户熟

读政策、知晓政策、懂得政策。三是奖补资金兑现到位。全镇建

档立卡贫困户 1564 户 4330 人。2016 年通过产业验收 673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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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 人，兑现奖补资金 226.934 万元产业发展户（含外出务工）

比例达到 98%。

（二）因户施策精准对接。组建工作专班，深入到各村，会

同村干部和县直驻村工作队，结合全镇产业发展思路，按照“一

村一品”要求，帮助各村选准主导产业，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按

照“一户一策”要求，镇、村干部深入到贫困户家中，帮助贫困

户进行认真分析比较，确定发展项目，做到了贫困对象情况、致

贫原因分析、发展项目确定、脱贫目标靶向“四精准”。

（三）四种模式引导带动。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

式，网罗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聚拢成团发展产业，增强“造血”

功能。一是龙头公司带动。如茶庵村依托佰蒂蓝莓公司，全村

180 多名贫困群众常年在公司务工，从事除草、施肥、采摘等工

作，年收入 260 多万元。二是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全镇成立养殖、

核桃等专业合作社 15 个，网罗农户 809 户、2265 人,带动 300

多户贫困户脱贫增收。中厂村、梅花村依托绿珍葛根专业合作社，

带动 70 余户发展葛根 500 亩，增收 150 万元。白峪沟村益农黑

毛猪专业合作社，网罗贫困户 60 多户，通过与贫困户签订养殖

协议，免费向贫困户发放仔猪 130 余头、育肥后按市场价予以回

收，帮助贫困户增加收入 50 余万元。三是能人大户带动。支持

和鼓励能人大户通过土地流转，扩大产业规模，使贫困户不仅从

土地租赁中得到收入，还被能人大户吸收为“员工”，获得稳定

的劳务收入。四是文化旅游带动。立足城边、路边的地理位置优

势，结合风情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发展观光采摘、休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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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和农家乐等项目，充分吸纳贫困户参与，增加劳动收入。

(四)痕迹管理严格程序。一是建立产业发展台账。建立产前、

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生产台账，确保产业发展项目落实、验收和

奖补资金兑付。如在生猪养殖产业上，从添栏补槽到出栏销售，

都通过照片形式，固定印证资料，便于以后验收兑付奖补资金。

二是建立贫困户收入台账。分阶段对贫困户的收入支出情况进行

适时统计调查，帮助贫困户算好收入账，及时调整脱贫措施和产

业项目，确保按期脱贫。三是严把验收程序关口。严格按照县精

准扶贫指挥部下发的验收标准，按照“村申请、镇验收，镇申请、

县复查”的工作流程，重点把握基础规模、验收标准等主要口径，

组织专班逐户进行验收。四是严格包保核查责任。对产业发展，

实行村干部、镇驻村干部、产业专班包片干部、县镇工作队员等

全程责任包保，既包产业项目的制定、落实，又包产业的验收、

资金兑付，对县、镇核查或是群众举报虚报冒领、骗取奖补资金

的，一律实行责任倒查，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虽然近几年持续不断的推进产业扶贫，建档立卡群众普遍有

了致富产业，贫困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通过走访调查，

总体感觉脱贫的效果不够稳固，在产业扶贫上存在上热下冷的现

象，贫困群众依靠发展产业实现持续增收脱贫致富的积极性没有

充分调动起来。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原因。

（一）比较效益不明显，不愿发展。一是由于发展产业周期

期长、风险大，不如外出打工来钱轻松、来钱快，很多贫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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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背景离乡外出打工，也不愿发展产业。过渡湾全镇建档立卡

贫困户外出务工 204 户、704 人，分别占全镇贫困户数的 18.8%、

人数的 20.1%。并且很多农户仅仅是为了产业奖补而发展产业，

存在重发展轻管理的现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发展效益。二是龙

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带动吸纳能力不强。大多数农户单打独斗，

技术操作不规范，规模上不来，抗风险能力弱，比较效益低，不

能保障持续增收。同时，调研的两个村，虽然都有集体产业，但

都是单纯为集体增收，如光伏、集体茶园等产业，对贫困户的示

范带动、辐射吸纳能力基本为零。三是缺技术。很多农户发展产

业还是望天收，没有真正掌握标准化种养殖技术，致使效益低下，

甚至亏损。鸿兴园村王家友家 2016 年种烟 14.5 亩，由于技术不

到位，收入 17000 元，亩平仅 1100 元，考虑成本投入，辛苦一

年还处于亏损状态。

（二）保障滞后风险大，不敢发展。一是保险没有全覆盖。

调研中，部分干部群众反映，目前只有能繁母猪、烟叶、水稻等

少数产业纳入农业保险，其他产业没有纳入，导致贫困户发展产

业病疫等风险加大，收益不能保证。二是技术服务没跟上。无论

是发展生猪等养殖业，还是烟叶、葛根等种植业，技术是保证效

益的关键。从调查情况看，由于技术服务没有跟上，鸿兴园、清

滩两村养殖防疫多以养殖户自己防疫为主。如养殖防疫，过渡湾

镇基本是三个村一名防疫人员，远远不能满足群众需求。清滩村

孙有礼，由于防疫技术不过关，两头生猪死亡，损失 1800 元，

直接导致十头生猪养殖效益下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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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持政策不明朗，支撑不足。一是产业奖补政策未用

足。2016 年，过渡湾镇符合发展产业项目的贫困户 1084 户、3501

人，通过产业验收的 673 户、2116 人，若按 2000 元/人用足奖

补政策，应奖补 423.2 万元，实际兑现奖补 226.934 万元，人均

1072 元,仅为一半。政策未用足，导致产业发展支撑能力不足。

二是金融政策落实效果不理想。产业龙头企业和贫困户普遍反

映，目前产业扶贫金融政策，授信容易、贷款难。按照政策要求，

授信审核后，即可对贫困户贷款，但实际操作中，银行为降低风

险，采取先看产业再贷款的模式操作，且从提交审查到拿贷款手

续复杂，少则一个月，多则三月，导致部分无产业启动资金的贫

困户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

（四）产业扶贫工作不实，动力不足。一是扶贫缺乏担当。

当前产业扶贫扶持政策密集，有的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担心落实

政策“搞不平”，甚至抱着一种事不关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心态，导致产业扶贫政策难落实或没落实。二是工作不细致。仍

然存在着“一对一”帮扶不实、不细的问题。如王家友虽然 2016

年种烟效益不高，但通过一年摸索积累了一定经验，希望 2017

年将扩大种烟规模，由于调整用地问题没有协调到位，挫伤其发

展产业积极性。同时他家希望扩建烟炉，直到入户走访，还不知

道有烟炉改造扶持政策。三是政策宣传不到位。虽然产业扶贫“一

卡通”出台后，各地各村都通过各种形势宣传了政策，但仍然停

留在泛泛宣传的层面，存在不细、不透的问题，没有“一户一策”

对接的问题。而由于贫困群众普遍文化偏低，接受理解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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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走访过程中还存在群众追着干部问政策的现象。

三、相关建议

（一）扩大产业扶贫政策覆盖面。2016 年我县产业扶贫涉

及 24 个类别，但贫困群众反映产业扶持政策覆盖面过窄。如葛

根产业，从种植到销售有龙头企业引导，贫困户发展收益有保障，

但未纳入政策扶持范围。建议将 2017 年产业发展政策进一步拓

宽，只要是符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产业，能够给贫困户增加

造血功能的产业，能够让拉动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都作为产业

扶持的对象，增加农民收入。

（二）扩大产业保险覆盖面。农业产业特性决定其在发展过

程中面临多种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自然风险等等，多种

风险交织在一起，稍有不慎，不仅发展产业没有赚钱，反而造成

亏损。如清滩村一组贫困户崔化彬，一家 2 口人，老母亲瘫痪需

人照料，只能就近发展产业。去年养猪 8 头，由于防疫不到位，

死了 3 头，因没有保险，导致其辛苦一年仍然没有实现增收。建

议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际，将产业发展中的生猪、家禽、核桃、

蓝莓、葛根等纳入保险范围进行倾斜扶持，确保农民不因市场、

自然风险而遭受损失。

（三）扩大技术培训覆盖面。调研发现，农村有一技之长的

家庭，大多不是贫困户，农村适用技术培训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极其重要。为此建议：一是出台措施，充分调动驻村工作队和镇

村干部积极性，结合“一户一策”产业规划，实行“一对一”订

单式培训。二是拓展培训宽度，把驾驶员培训、厨师培训、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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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培训、烟叶种植培训、生猪疾病防治培训等纳入培训计划，

培训费用给予扶持。三是拓展培训深度，既可以把培训基地建在

贫困村或乡镇，也可以委托经营单位进行培训；既可采取现场培

训形式，也可以让有技术大户与贫困户结对帮扶，多渠道解决“一

户一个技术明白人”的问题。

（四）进一步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调研发现，一个村贫困

户中有三分之一的户是政策兜底户，有三分之一的户是有潜在劳

动力、有学生的户，有三分之一的户是等靠要的贫困户。前两个

三分之一不是难点，如何激发三分之一“等靠要”贫困户内生动

力需“精准施力”。建议对贫困户实行分类管理，进一步压实乡

镇和驻村工作队责任，压实包保人的责任，多种手段激发贫困户

的内生动力，引导贫困户由“要他脱贫”变为“他要脱贫”，通

过分类施策，确保“不落一人”的脱贫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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