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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山腰，看着漫
山遍野的重楼长出了新
芽，地里成片的山药茁
壮成长，重庆城口县岚
天乡三河村村民汪成军
笑容满面：“有了贷款资
金，今年不仅新种植了
20 亩重楼和 6 亩山药，
而且新开了一家农家
乐，营业两个多月就已
经收入过万元。照这光
景发展下去，日子一定
会越来越好。”

47 岁的汪成军是
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多亏了重庆农商行
的贷款和帮助，让我有
了脱贫发展的底气。”汪
成军告诉记者，重庆农
商行城口支行多次对他
家的情况进行分析，鼓
励他们依托山地资源发
展重楼和山药种植，并
提供了5万元的扶贫扶
助贷款和 30 万元的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低
息贷款。

在重庆，像汪成军
一样受益于重庆农商行
扶贫贷款的农户还有很
多。据了解，仅在城口
县岚天乡，重庆农商行
就已经向贫困户发放扶
贫小额贷款近 100 笔，
金额 500 余万元，有效
支持了当地贫困户发展
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
帮他们走上依靠青山绿
水致富的道路。

脱贫攻坚，资金是最大的“瓶颈”。重庆农商行
不断创新优化扶贫贷款品种，开拓精准扶贫路径。记
者了解到，重庆农商行不仅为贫困群众量身定制了

“贫困扶助贷”专属信贷产品，而且还组合运用农户小
额信用贷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创业扶持贷款等一
系列金融扶贫贷款产品，帮助他们获得信贷资金。

“如何精准分配有限的金融资源，助力重庆精准
扶贫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创新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重庆农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重庆本土最
大的涉农贷款银行，该行涉农贷款余额占全市的
30％，金融服务触角遍布重庆城乡。近年来，重庆
农商行积极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和协同作用，通过
创新金融扶贫模式，不断提升金融扶贫的精准度和
有效性。

为了提升贫困群众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促进
贫困群众持续增收，重庆农商行大力开发适合贫困区
县各类市场主体的金融产品，精准制定了“一县一品、
一县一策”金融扶贫方案。比如，在巫溪县，推出了光
伏扶贫贷款，无需抵押，以信用贷款方式支持贫困户
通过光伏发电增收；在城口县，率先发放全市首笔巴
渝民宿扶贫贷款，用于农家乐生产经营，支持发展乡
村旅游；在石柱县，按人行基准利率发放贷款，支持

“金荞麦种植+生猪养殖”种养结合，通过“专业合作
社+建卡贫困户”联动合作，产业扶贫成效显著。

推进金融扶贫和产业扶贫融合发展，是重庆农
商行实施金融精准扶贫的重要着力点。在丰都县，
重庆农商行针对当地肉牛养殖产业“金融供血”不足
的问题，创新信贷服务产品，支持恒都农业、鑫犇农
业等肉牛产业化龙头企业，并通过“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带动贫困户种植牧草、养殖肉牛，拓宽了
贫困户的增收渠道。

以信贷产品为依托，优先支持能够解决贫困户
就业和创业的龙头企业，既为贫困户与企业之间建
立了利益连接机制，又通过扶持企业达到间接“精
准”扶持贫困户的目的。记者了解到，重庆农商行向
丰都县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发放5万元以内、实行人
行基准利率、免抵押免担保的肉牛产业扶贫小额贷
款，资金由贫困户委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重
庆恒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实施集约化经营并获取固
定收益。截至今年3月底，重庆农商行累计发放丰
都肉牛项目贷款20亿元，带动31家股份合作组织、
700余户家庭牧场户、5万多户农户增收。

截至目前，重庆农商行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超过
70亿元，扶持贫困人口超过27万人。通过“公司+
农户+基地”等方式，该行共支持农业产业化企业
472家、贷款余额近9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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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秋季学期，全省学校食堂累
计采购省内贫困地区贫困户生产的常用农
产品达5.97万吨，采购金额约6.5亿元，助
推产业扶贫成效初显。”贵州省教育厅厅长
邹联克说。

据了解，贵州省各级各类学校食堂共
有17890个，就餐学生达620万人，学校食
堂每月采购常用农产品涉及大米、面粉、食
用油、肉类及蔬菜等多个品种，需求量高达
10万吨以上，价值约10亿元。据估算，如
果将这一庞大而稳定的消费市场优先让给
全省贫困地区，可覆盖带动100万贫困人
口增收。

自2017年秋季开始，贵州省全面启动
“校农结合”定向采购农产品，将全省学校
后勤市场与贫困县、贫困户精准对接，助推
产业扶贫，带动贫困地区发展，成效明显。

需求引导与产业培育结合

“我们按照‘学校需要什么就组织生产

什么’的原则，以学校对农产品的需求计
划引领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以农产
品采购引导贫困户按需发展产业。”贵州
省教育厅校农办公室负责人郭启光说。

荔波县水丰村是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
院驻村帮扶点，过去“不知道该种什么，种什
么都怕亏”的思想阻碍了当地产业发展。建
立帮扶关系后，学院要什么，村民种什么，水
丰村在驻村干部的指导下发展农业种植，村
里的应季农产品直销到学院食堂。

今年 3 月份，贵州在贵阳的职业院校
“校农结合”联盟成立，联盟学校按月提供
食堂对农产品需求计划，购销平台根据需
求计划到省内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
县组织订单生产、收购、检测、储存及配
送，贫困群众对这种做法赞不绝口。

贵州省率先实施“校农结合”的是黔南
民族师范学院。2017年3月，黔南民族师范
学院开始定点帮扶平塘县卡蒲乡新关村、摆
卡村。学校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地方
政府联合签订定点采购合同，将学校所需农

产品品名、数量附在合同内，并将履约期限
签订到2020年，给农户吃下“定心丸”。

“实施‘校农结合’一年来，我们共定点
采购平塘县19个毛南族集聚贫困村农产
品44批次，资金100多万元，5000多户贫
困农户受益。”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院长石云
辉告诉记者。

建基地与搭平台结合

“引导农产品生产企业到贫困地区建
立生产基地，通过订单方式供给学校，搭建
购销平台，遵循市场规律，确保校农双赢。”
邹联克说，这是他们探索出来的建基地与
搭平台的路子。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改变原有的
“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将贫困户召集起
来，建立种植业、养殖业基地，并与学校签
订购销协议，为农产品销售搭建长期合作
平台，初步实现了订单式合作。

安顺学院采取“学校+企业+基地+农
户”的合作模式，由学校联合农产品流通企
业在扶贫点建设生产基地，基地产出直接
销给学校，企业按市场保底价收购所有产
出，不仅打通了学校与生产基地之间的流
通渠道，同时解决了基地生产与学校需求
的数量和结构之间的矛盾。由于有企业全
程参与从育种到采购的过程，农产品的流
通成本和经营风险大大降低；扶贫点贫困
户参与土地流转可获得土地租金，参与种
植生产还可获得劳务报酬。

毕节市纳雍县用“一个鸡蛋”的营养午
餐计划，配套土鸡养殖，启动建设土鸡养殖
重点扶贫项目。据介绍，该项目目前已经完
成投资1.13亿元，建成占地面积200亩的土
鸡原种场1个、育雏场24个和生态放养场88
个，在全县245个贫困村成立245个养殖专
业合作社。

同时，项目引进企业投资1亿多元，配
套建设饲料加工车间、屠宰加工厂、低温冷
库，此外还配套种植牧草30万亩，建成鱼
塘75个，土鸡养殖产业链基本形成。

记者了解到，纳雍土鸡养殖扶贫项目
可实现年出栏土鸡 1200 万羽，销售收入
10.8亿元，利润2.64亿元。该项目覆盖全
县 16 万贫困人口，每年可解决 7000 余贫
困人口就业，帮助3万人脱贫。

扶贫与扶智相结合

“我们还充分发挥教育部门的智力资
源优势，在技能培训、技术指导、激发内生
动力等方面帮助贫困户，探索扶贫与扶智
结合，以期取得更大成效。”贵州省教育宣
传中心的项蕾说。

在纳雍土鸡项目中，中国农业大学、华大
基因、毕节市牧科所全程提供技术服务，并建
成山地畜禽生态养殖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确
保纳雍土鸡品种纯正、疫情可控、质量可靠。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利用现有资源对扶
贫产业进行技术指导，大大激发了“校农结
合”区域农户的内生动力，主要农产品生产
规模迅速扩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优
化。“卡蒲毛南族乡2017年底生猪存栏从年
初的1956头增加到4210头，增长一倍多；
土鸡从 3.39 万羽增加到 6.81 万羽，增长 1
倍；肉牛从 575 头增加到 775 头，增长近
35%。”石云辉说。

积极探索“校农结合”产业扶贫路子，
贵州省目前已经形成黔西南州“贫困户+
合作社+配送中心+学校”、安顺市西秀区

“绿野芳田农户+合作社+购销平台+学
校”、贵州民族大学“菜园子直通菜篮子”和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定点采购、产业培扶、
基地建设、示范引领”等多种帮扶模式。

在铜仁、黔西南、贵阳、清镇职教城和
黔南，贵州省教育厅还分别抓好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5个阶段集团化“校农结合”集中统一配送
试点，计划从幼儿园到大学各个学段取得
突破后再向全省复制推广。

据统计，2018 年 3 月以来，贵州省学
校食堂面向贫困地区采购农产品数量已达
18.52万吨，金额约9.32亿元。

贵州实行“校农结合”助推产业扶贫——

让“菜园子”直通大食堂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罗 莎

贵州省探索创新贫困地

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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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庄河市塔岭镇东瓜川村，一
片 20 亩、栽满 1700 多棵榛子树的山坡承
载着当地村民邹本柱的致富梦想。

“俺庄稼人肯下力气，可是没有本钱，
要是没有扶持政策，肯定干不起来。”邹本
柱对记者说。原来，庄河市对种大榛子的
农民每亩地给两份补助，分别来自扶贫和
林业部门，每亩地补贴总数可达1000元。

在庄河，低收入的农户只要勤劳肯
干、脚踏实地发展经济作物，当地都会根
据农产品项目给他们发放“致富补贴”。

邹本柱的兄弟邹本发也是勤劳的农家
人，在他家的大棚里记者看到，堆放整齐
的滑子蘑菌棒长出了长长的菌丝。邹本发
告诉记者，10 月份滑子蘑就可采收上市
了，到那时他家两个棚纯收入能达到五六
万元。东瓜川村党支部书记张桂学告诉记
者，从前年开始，东瓜川村利用大连市整
村推进扶贫开发项目资金，带动村民种起
大榛子和滑子蘑。为了引导和支持村民上
项目，每建一个滑子蘑大棚政府补助
6000元，每个菌袋补助1元。

村民看到忙忙碌碌的邹本发没白忙

活，也都准备建棚种植滑子蘑。在邹本发
的带动下，目前已有6户村民种上了滑子
蘑，大家生产设施共用，技术共享。邹本发
说，集中连片之后，也方便了经纪人来收
购，还能卖出好价钱。“大家有活儿一起干，
一起奔小康。”

庄河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对
于低收入村的帮扶并不是简单地给钱，而
是要让村民学会选准产业，实现产业致
富。“前年，我们带着村民去本溪、丹东
等地考察项目，一路上，发现村民的观念
也在发生变化，这才促使大榛子和滑子蘑
项目落地。”这位负责人说。

庄河市共有低收入村 55 个，占大连
市低收入村的43%，当地脱贫攻坚工作颇
为繁重。近段时间，庄河市结合当地农业
特色，引导贫困户转变观念，带领当地村
民发展高附加值农产品，让勤劳肯干的村
民通过劳动实现脱贫致富。2016 年 3 月
至今，庄河市 55 个低收入村产业扶贫项
目覆盖率达到100%，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 9467 元提高到 12367 元，年均增长
15.3%，有3个村已达到人均收入1.4万元

的标准。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目前庄河市

委、市政府已经将扶贫工作成效纳入行业
和乡镇绩效考核，并确定了脱贫时间表和
路线图。当地市、乡、村三级组织共同发
力，市直各行业各部门各司其职，整合部门
资源，落实行业政策，工作重心向低收入村
下沉，项目资金向低收入村集中。同时积
极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多举措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合力推进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
通过建立健全“党组织+电商+农户”“党组
织+企业+农户”“党组织+扶贫车间+农
户”“科研院所+合作社+农户”等扶贫模
式，搭建起金融、科技、电商和物流4大扶
贫平台，推动番茄、水果、草莓、食用菌4大
扶贫产业快速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庄河市充分利用大
连市专项扶贫资金，55 个低收入村已全
部落实产业扶贫项目，提前两年完成产业
扶贫项目落实率100%的工作目标。项目
总占地 1 万多亩，新建设施棚室 2900 余
栋，净占地面积 4260 亩，总投资达到 3
亿元。

辽宁庄河市:

“致富补贴”牵引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苏大鹏 通讯员 徐 举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与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结对帮扶蔬菜种植基地示范点。 石永玺摄

庄河市东瓜川村村民在大棚里打理
种植的滑子菇。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农学专业毕业的胡静静（左一）与爱人褚文龙
2015 年开始返乡创业，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
八里镇承包附近村民的土地种植果树，创办西苑
生态园，引进树莓、无花果、蓝莓、车厘子、蟠桃等
10 多个新品种，发展观光农业，带动附近 6 户贫困
户通过种植果树脱贫。图为胡静静与工人一起
采摘桃子。 刘勤利摄

返乡创业助脱贫

图为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校农结合农产品配送中心收购现场。 石永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