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实施‘四大片
区扶贫攻坚行动’，全力打好扶贫开发、
致富奔小康的攻坚战，让贫困地区群众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
惯、形成好风气。”全国人大代表、四川
省委书记王东明表示，四川省主要从以
下 5个方面着力。

着力实施精准扶贫，确保如期完成
减贫任务。王东明代表介绍说，四川突
出抓好基础扶贫、产业扶贫、新村扶
贫、能力扶贫、生态扶贫等“五大扶贫
工程”。坚持把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
贫攻坚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明确先难
后易、到村入户的工作思路，提高扶贫
有效性、持续性。在对象锁定上，选准

最贫困的村、扶持最困难的户，办好最
急需办的事，确保贫困人口优先扶持、
优先受益。在识别管理上，根据国家制
定的识别办法，已完成全省贫困人口和
贫困村的建档立卡，对每个贫困户建立
帮扶台账，实行动态管理。在扶持措施
上，分析找准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
差异化的帮扶规划和支持措施，在项目
安排和资金使用上提高精准度。

着力抓好新村建设，加快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安居才能乐业。”王东明代表说，
为此，四川把新村建设作为扶贫开发的综
合载体，直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坚
持科学规划、产业先行、因地制宜、整村推
进，建设“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幸福
美丽新村，与全面小康目标规划同步，分
步实施，做到建一片成一片，整体提升贫
困地区面貌。重点在大小凉山彝区推进

“彝家新寨”建设，在藏区推进“藏区新居”
建设，在秦巴山区推进“巴山新居”建设，
优先解决无房户、危房户、困难户住房问

题，不落下一户一人。同时，加快路、水、
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学校、卫生院、
商业网点等公共服务。

着力培育富民产业，增强贫困地区
自我发展能力。“要注重把发展与扶贫紧
密结合，使发展成果更加直接地体现到
群众脱贫致富上。”王东明代表介绍说，
针对贫困地区大多资源富集，四川支持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找准脱贫
路子，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工则
工，宜旅游则旅游，开辟脱贫增收渠
道。发展各具特色的富民产业，注重采
用新的资源开发机制，依托水电、天然
气、矿产等优势资源，做大做强优势产
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现代畜牧业和
现代林业，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做响特色农产品品牌；大力发展生
态观光旅游、民族文化旅游、红色旅游。

着力发展教育事业，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素质和能力是
根本的治贫之策。只有加强教育事业发

展，才能让年轻一代不再重复上一辈人
的老路。”王东明代表告诉记者，四川把
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作为重中之重，大力
发展中小学寄宿制教育，落实好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稳定教师队伍，让适龄孩
子都能接受法定教育，加大贫困高中
生、大学生资助力度，不让一个学生因
贫困而失学。突出抓好职业教育，在藏
区、彝区等实施“9+3”免费职业教育计
划，帮助解决就业问题，毕业生初次就
业率达到 95%以上。

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形成合力攻坚
工作格局。“四川严格落实扶贫工作责任
制，各级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实施责
任、权力、资金、任务‘四到县’，强化
县一级的扶贫主体责任。”王东明代表
说，一是改进贫困县考核评价机制，对
全省 88 个扶贫重点县增加扶贫成果、农
民增收等的考核权重，引导把工作重点
转到扶贫开发上来；二是改革扶贫资金
管理使用办法，有效整合各级财政资
金、对口援助资金、信贷资金、社会资
金等扶贫资金，“打捆”使用各类专项资
金，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解难事，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完善和落实对口
定点扶贫机制，强化干部驻村帮扶机
制，开展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联系对口
贫困地区扶贫工作，在贫困地区深入基
层开展群众工作；四是充分发挥基层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导贫困地区群众
自力更生、苦干实干。

集中力量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访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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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崇左市委书记黄
克表示，崇左作为革命老区要抓住机遇，谋
划发展。

第一，大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构
建比较完备的现代基础设施体系，集中力量
建设一批交通、口岸、水利等基础设施。

第二，大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
大，以产业发展带动经济振兴。要加快优
势资源开发，加快“糖、矿、红、绿”四大支柱
产业发展壮大，加快新兴产业发展，积极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逐步由

“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换。

第三，大力推进生态经济，培育经济发
展新亮点。崇左山清水秀，生态美好，要把
生态经济作为新常态下一个新的增长点来
培育，牢固树立“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
青山”的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升级。

第四，大力推进扶贫攻坚和惠民富民
工程，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把振兴革
命老区与扶贫开发工作结合起来，坚决打
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带领老区人民
群众早日奔小康。

文/本报记者 童 政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以来，陕西省迅速做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新起点的决策部署，明确提出要把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为杨凌示范区在丝绸之路经
济带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定位，也为杨凌示范区进一步加强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争当丝路经济带现代农业国际
合作的“排头兵”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杨凌模式” 走向世界

作为国家农业高新区，杨凌示范区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有以下独
特显著的优势：一、具有现代农业国际合作的丰富实践。近年来，杨凌示范
区先后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与 5 个国家和地区签
订了政府间项目合作协定，与 7 个国家开展的农业科技产业合作项目取得
重大突破。二、与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国家在农业科技需求方面具有较强的
趋同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在抗旱作物育种、生态修
复、节水农业等方面拥有一大批科研平台和科技人才。三、拥有独特的省
部共建和省内共建体制优势。杨凌示范区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
技术学院将依托现有的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一批国际现代农业示
范基地，让中国杨凌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和新经验在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得到展示、推广，为推动沿线国家和世界农业发展注入杨凌基因，贡
献现代农业的“杨凌模式”。

援外培训 推动友好交流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与世界农业国家的双边、多边合作，开始向纵深发
展，先后与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区等 3 个国外城市缔结了友好城市，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先后与 37 个国家的 141 所农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
关系，每年有 1000多名国外知名教授来访或进行合作研究。

2014 年 7 月 4 日至 25 日，陕西省首个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旱作农
业技术援外研修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家农业管理研修班”在杨凌
示范区开班，共有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 4 个国家的 12 名农业官员参
加了培训。

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开局良好，首个现代农业
国际合作示范推广基地在吉尔吉斯斯坦挂牌，中澳果业畜牧业合作项目启动

实施，与有关方面签订了建设中哈农业示范园的协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将积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有关农业科研单位和
高校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开展联合研究。以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为主，面向中亚国家培养高水平旱作农业、农产品加工、动植物繁育
和涉农经济管理科研人员，以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和示范区国际交流中心为
主，培养中亚国家亟需的动手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各类涉农实用技术人
才。去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通过利用哈萨克斯坦总统基金，培训了来自哈
萨克斯坦的12名涉农高校、研究所、国家实验室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

国际合作 尽显多元格局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通力协
作，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为契机，充分发挥杨凌在丝绸之路经
济带中的区位优势和农科教资源优势，着力建设丝路经济带政府间农业合
作的重要平台、涉农商贸合作的重要中心、涉农科技研发的重要基地、现代
农业发展模式的示范基地等“四个载体”，进一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产业
化示范及经贸合作交流，扩大农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力争把杨凌建
设成为丝路经济带上科技创新成果及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示范推广基地、
先进农业科技成果展览交易的重要中心、中国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国
际农业对外援助交流的重要平台、现代农业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

“农科新城” 以开放促创新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以及陕西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新起点”的重要部署，都为杨凌示范区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区域经济
转型升级提供了的良机。

目前，杨凌示范区已初步发展成为科技资源丰富、创新活力迸发、生态
环境优美的“农科新城”，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重点支持
的五大高新区之一，具有良好的园区环境和产业发展环境、创新创业环境、
金融环境和服务环境，将为企业来杨凌投资提供有利条件。

近年来近年来，，美国嘉吉美国嘉吉、、葡萄牙阿莫林葡萄牙阿莫林、、荷兰林德森荷兰林德森、、德国萨诺德国萨诺、、诺菲博尔板诺菲博尔板
业业、、法国法国 CBECBE 等大批外资企业纷纷进驻杨凌示范区等大批外资企业纷纷进驻杨凌示范区。。目前目前，，杨凌示范区已杨凌示范区已
被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国家首批被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国家首批““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具有进出口经具有进出口经
营权的企业达到营权的企业达到 3636户户，，国际化合作程度显著提升国际化合作程度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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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盐城市委书记朱克江说，政府
工作报告强调“要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
为环保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近年来，盐城市
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将发展环保科技产业摆上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位置，成为盐城绿色转型发展的强
劲引擎。盐城秉持“科技为先、产业兴城”的发展理念，
瞄准高端、着眼未来，突出龙头带动、创新驱动和示范
推动，强化环保产业主导，狠抓科技创新核心，推动产
城融合，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呈现产业集群全面发展的
良好势头。

朱克江代表说，目前，盐城市已成为中国重要环保
产业集聚区、中国首家雾霾治理研发与产业化基地，近
年来成功吸收中电投远达环保、中国节能集团、美国恩
理、丹麦弗洛微升等国内外 80 多家环保领军企业落
户。盐城市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服务平台体系，吸引
科研院所和高科技人才，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环
保产业快速发展。目前，盐城市环保科技城已建成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1 家、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32
家，有力提升了企业和环保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江苏
省决定将每年一度在南京举办的国际环博会转移到盐
城环保科技城举办，并明确为永久性会址，成为盐城环
保产业推介活动的重要品牌。

朱克江代表说，去年盐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江苏省
第一，全年优良天数 270 天以上，“好空气”已成为盐城
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下一步，盐城市将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在视察江苏时提出的“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
社会文明程度高”的要求，把推进环保科技产业作为建
设生态盐城的重要抓手，在绿色能源、清洁生产、区域
治理、新材料等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切实加快推进环保
产业发展，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文/本报记者 薛海燕

朱克江代表：

打造环保产业新引擎

朱克江代表：

打造环保产业新引擎

3 月 6 日下午，全国人大陕西代表团在驻地分组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 月 6 日下午，全国人大陕西代表团在驻地分组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