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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莞对口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标杆项目扎堆来 产业带动活力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标杆项目促就业

总投资近40亿元的新疆东纯兴
纺织集团 100 万锭项目被视为广东
援疆的标杆项目，将于明年6月前全
面达产，届时总共可提供 5000 多个
就业岗位，间接帮助 4.5万名当地棉
农就业增收。

“目前，一期、二期共 60 万锭已
经全部达产，三期 40万锭中有 25万
锭进入试产阶段，开工至今已解决
4000余人就业。”东纯兴集团企业管
理部副部长欧阳东方说。

由东莞援疆工作队引进的绿美
南疆林业产业园，是助力当地绿色发
展和脱贫攻坚的另一标杆项目。该
项目由东莞岭南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将打造成为包含农林、文旅和
科研3个板块的原生态田园综合体，
目前已完成投资约3亿元。

“绿美南疆项目让不少贫困户实
现了脱贫。”绿美南疆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来军说。

54 岁的买买吐孙·阿不都就是
其中一位。买买吐孙一家4口人，只
有他一个劳动力。自从在绿美南疆
产业园上班以来，买买吐孙的年收入
从七八千元增加到现在的五六万
元。几年下来，他不仅还清了妻子治
病欠下的债务，还实现了脱贫。

此外，投资超过 10 亿元的粤通
电子产业园，目前已进入厂房装修
阶段，全面建成后可带动超过 4200
人就业；总投资6亿元的德祐纺织无
纺布项目预计可在年底前投入试运
营，将解决500人就业。

“两年来，通过项目带动及民生
支持，援疆工作队累计帮助图木舒
克市新增就业近 7000 人次，协助受
援地贫困人口 4446 人实现增收脱
贫。”东莞援疆工作队队长、第三师
图木舒克市党委常委、副师长梁杰
钊说，“仅 2019 年上半年，产业援疆
落地和签约项目就有 79 个，计划总
投资约99.24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
位约8800个。”

依托产业“造血”

如何有效利用广东的产业优势
和资源，帮助图木舒克市健全产业
体系、增强“造血”功能，打造新的发
展引擎？这是东莞援疆工作队努力
的方向。

近两年，按照“以招商促产业，
以产业促就业，以就业聚人口”的思
路，东莞援疆工作队不断完善立体
化招商的机制体制，坚持“走出去”
和“请进来”相结合，先后 30 多次推
动当地领导外出招商，组团参加 50
多个专业展会，举办 40 多场招商推

介会，接待 1000 多家企业前来考
察。依托广东丰富的产业资源，因地
制宜为图木舒克市引入了一批企业，
帮助当地逐步完善产业体系。

据统计，2017年以来，东莞援疆
工作队先后协助当地引进 90 多个
产 业 项 目 ，计 划 总 投 资 约 173.08
亿元。

在新疆丰农益疆公司万吨水果
集中预处理中心，记者看到，工人们
正忙碌地施工，准备着明年5月投入
运营。在这个先进的水果处理中心
里，保鲜库、气调库、冷藏库、水果蔬
菜自动分选、物料库等功能一应俱
全，一次可存储水果 1 万吨，全年周
转储存可达3万吨。

这一项目的主导者，是来自广
东的国内物流龙头顺丰控股集团。
经过东莞援疆工作队的努力，图木
舒克市与顺丰联合成立新疆丰农益
疆科技有限公司，由顺丰控股集团
投资、顺丰农业牵头负责，从示范基
地、集中预处理中心、分选包装、渠
道与品牌建设、电商与一件代发、现
代物流、农产品溯源体系七个方面
全产业链发展水果产业，以图木舒
克市为集散地，将西亚各国及南疆
的水果和优质农产品运往华中，然
后分流至华北、华南、华东地区，打
造顺丰在南疆的水果产业发展中心
和现代物流中心。

扶贫更要扶智

为了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
富，东莞援疆工作队采用建设扶贫
车间、完善劳动力转移机制、强化
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扶贫、扶志
又扶智。

在 44 团、51 团两个深度贫困团
场，援疆工作队投入援疆资金 2500
万元建设了扶贫车间，并引进劳动密
集型企业，带动600多名贫困劳动力
就近就业。同时，建立当地与广东的
转移劳动力合作机制，两年来，累计
完成1384人次转移就业安置。

“进厂的当地员工劳动技能普遍
缺乏，贫困人口居多。进厂之初，不能
熟练讲普通话的人占比达72.9%。”东
莞援疆工作队副队长、图木舒克市人
社局副局长刘惠林告诉记者。

对此，东莞援疆工作队在援疆企
业中积极推动开展国家通用语言培
训及脱贫攻坚技能培训。两年多
来，东纯兴集团普通话培训已经从最
初的 1 个班、60 多人发展到现在的
20 多个培训班，学员超过 3800 人，
成为南疆地区规模最大的企业国家
通用语言培训班。“普通话水平的提
高，让员工之间减少了交流障碍，技
能掌握和管理生产的效率更高。”欧
阳东方说。

2017年以来，广东东

莞市对口支援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

市。两年多来，援疆干部

通过产业带动及民生支

持，推动当地脱贫攻坚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

前，已协助当地引进纺织

服装、农产品深加工、电子

信息、文化旅游、医疗卫生

等领域的 90 多个产业项

目，累计为当地增加就业

岗位1.31万个，并实施了

一系列就业支持、技能培

训、文化交流等项目。

广东援疆标杆项目——新疆东纯兴纺织集团的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福建农行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

为老区注入金融活水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江苏滨海

改善村民住房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通讯员 胡亚萍

“过去我们家住的瓦房，住了
30多年，早已破旧。村里建新型农
村社区，我主动报名签协议，置换了
一套 106 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户型
方正、南北通透，这在以前想都不敢
想。”走进江苏省滨海县八巨镇前案
村新型农村社区，一栋栋小楼整齐
排列，前案村10组村民朱道金这样
告诉记者。

今年，滨海县把农房改善作为推
进乡村振兴的标志性工程，加快城乡
一体发展。截至目前，全县在建 36
个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9800户，
其中一期建设3875户，主体竣工12
个、1110户，829户四类重点对象危
房户已完成改造725户。

滨海县统筹优化各类资源要
素，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集中规
划，并邀请市级专家统一评审。为
了最大程度让利于民，县里实施了
水电集中施工，大幅降低了建设成
本。该县还实行资金集中拨付，切
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保障了
项目的快速推进。

农房改善不能忘记文化传承。
滨海县农民新居充分挖掘古黄河文
化、海盐文化、红色文化等地方文化
底蕴，保留苏北民居风貌，打造滨海
乡村特色。为此，该县设计了“就地
改造”和“拆除重建”两种模式，在原
址上改善农房质量，彻底解决居住
散乱、布局混乱、环境杂乱问题，既
保证了农民居住安全，又统一了建
筑风格，既留住了乡愁记忆，又改善
了生态环境。滨海县还坚持产区结
合，在新型农村社区选址过程中，充
分考虑靠近民营创业园、农业产业
园和旅游景区，让群众有事做、有
钱挣。

“我们夹堆村是万亩梨园的核
心区，一期新型农村社区在建 175
户 ，但 报 名 要 求 签 约 的 就 有 245
户。”滨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夹堆村
党总支书记宋明说，群众的积极性
这么高，就是因为新型农村社区与
老村庄充分有机融合，并与周边梨
花雨景区等旅游业充分融合，让群
众的生产生活有切实保障。

贵州省桐梓县马鬃苗族乡距离
县城不到 30 公里，却因群山阻隔，
出行困难，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10 个行政村皆为贫困村。
该乡坪庄村村民杨邵仙告诉记者，
当地的物资运输主要靠人挑马驮，
山里的东西卖不出去、山外的物资
运不进来，“村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
工了，村子很多年都是老样子”。

2015年，贵州省启动农村公路
建设“三年会战”；2017年启动农村
公路“组组通”三年大决战，提出到
2019 年实现 100％村民组通硬化
路。

中建四局三公司路桥分公司是
桐梓县农村公路建设的主要施工单
位，2016年以来累计在桐梓修建了
354条乡村道路，总里程1571公里。

为了提高通村通组公路的承载
能力，中建四局三公司路桥分公司
将路面铺设厚度由设计时的 18 厘
米增高到20厘米，并为每一条建成

公路提供 5 年养护，消除农村公路
“质量差，补丁多”“只管建，不管养”
的问题。

“公路修到群众家门口，不仅
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更
为调整产业结构、农民脱贫打下了
坚实基础。”马鬃苗族乡党委书记
梁刚告诉记者，路通了后，当地高
海拔的弊端变成了发展乡村旅游
的优势资源，夏季到当地避暑的人
越来越多。

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桐
梓县官仓镇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目前，官仓镇打造了 3 万多亩
经果林种植基地、1.2万余亩蔬菜种
植基地，产业发展得风生水起。官
仓镇镇长陈发荣表示，该镇近年来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来自四面八
方的游客汇聚当地，畅游美丽乡
村。“去年，全镇接待游客达 300 多
万人次，群众种植的水果通过采摘
就销售了绝大部分。”

贵州桐梓

建好通村公路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李安心

“两个多月来，我们走访了40个
乡镇、622个村、3000多个农户、100
多家企业。”福建农行党委书记、行长
黄海介绍，为深化对老区金融服务，
福建农行省市分行逐镇逐乡、走村入
户、走访企业，多渠道了解老区农户、
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金融服务需
求，为企业和农户量身定制金融服务
方案，截至目前，已经在长汀、上杭两
个老区县发放“快农贷”6.9 亿元，比
年初增加 3.1 亿元，服务农户 6390
户，比年初增加 3640 户，实现乡镇、

行政村全覆盖；累计支持贫困户938
户，发放贷款2687万元；支持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 2990 户，发放贷款 3.25
亿元。发放水土保持类贷款998户、
8758万元；支持重点项目、重点客户
11个，授信36亿元。

“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有农业
银行的扶持，脱贫致富不是梦。”福建
省长汀县河田镇刘源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刘铭财说。几年前，他从农业银
行申请了5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承
包了7亩地种起了槟榔芋，当年就有

3万元的纯收入。今年初，他又从农
业银行多贷了 4 万元扩大槟榔芋种
植 规 模 ，预 计 收 入 可 以 增 加 到 5
万元。

去年以来，福建农行推出“快农
贷”产品，实现了“一县一快农贷、一
特色产业一快农贷”，“对从事特色农
业产业的农户，全部列为‘快农贷’支
持范围。”福建农行副行长陈展红说，
同时，通过“家庭农场+贫困户”“专
业大户+贫困户”“合作社+贫困户”
等模式，以“快农贷”产品重点支持一

批已形成发展规模、辐射能力强的家
庭农场和专业大户。

黄海表示，福建农行将加强与省
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面
合作，积极提供集融资融信业务、投
行业务、国际业务于一体的综合金融
服务，力争未来5年实现省级及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融服务全覆
盖，授信覆盖率提高到70%。对市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择优支持，重点
加大对立足当地资源，收购当地农产
品进行深加工，帮助农民扩大产品销
路的企业的支持力度。

未来5年内，福建农行将对福建
老区新增信贷投放 2000 亿元以上；
新增“快农贷”投放500亿元，支持农
户超 50 万户，实现 68 个县乡镇、行
政村全覆盖，实现省级及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金融服务全覆盖，并在

“两个全覆盖”的基础上，新增支持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 6 万户、覆盖面达
60%以上。

河北赤城

山沟沟里来了能人
本报记者 郭存举

高栅子村是河北省赤城县出了
名的贫困村。高栅子村与北京延庆
仅一山之隔，但因地处偏远，海拔又
高，村民世代只能靠天吃饭。

2016年，张家口市司法局驻村
扶贫工作队刚到高栅子村，村民们
不相信工作队能为村里做实事。一
位村民对第一书记陈锋胜说：“你们
做的每一件事我都要记到本子上，
有问题我可要找你们。”陈锋胜说：

“您放心，我不敢保证能做多大好
事，但我会尽力去做。”

陈锋胜是一名军转干部，他向
派出单位申请40多万元，为村里建
起了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为村民振
奋精气神。同时修建了村游乐园和
广场，以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过去高栅子村种植架豆、圆白
菜，一年下来每亩收入也就两三千
元。陈锋胜和村主任范德智先后组

织 26 名村民到山东寿光、北京昌
平、河北秦皇岛等地参观现代设施
农业，之后，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多
方争取到资金 26 万元，建起了 10
个架豆大棚，全部按照无公害、绿色
有机认证标准种植，当年棚均纯收
入 1.5 万元。今年，该村又争取到
国家扶贫补助资金 240 万元，村民
自筹 120 万元，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新建架豆大棚
157 栋，实现了贫困户和流转土地
非贫困户的全覆盖。

驻村 3 年多来，陈锋胜带领驻
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搞规划、强
基础、兴产业、跑项目，实施大小30
多个民心工程：小流域治理、村庄硬
化绿化、安装太阳能路灯、清理污水
垃圾、新建文化广场……为昔日留
不住人的穷山沟蹚出一条脱贫致
富路。

贫困户李宝明2019年承包了3个大棚，预计收入可实现翻番。

本报记者 郭存举摄

安徽怀宁实施资产收益民生工程

提升扶贫“造血”功能
本报记者 文 晶 通讯员 钱续坤

在安徽省怀宁县平山镇鸣凤村
的便民农特产品超市里，红红的辣
椒、碧绿的黄瓜……各种蔬菜、水果
摆满了货架。这家超市由怀宁县财
政 40 万元专项扶贫资金、社会帮扶
赞助的 2 万余元资金共建。作为资
产收益扶贫项目，农特产品超市租赁
出去之后，村级集体经济已经获得租
赁收入 2.42 万元，69 户贫困户享受
到了分红收益。

2018年和 2019年，资产收益扶
贫工程已连续两年被纳入安徽省民
生工程。这一民生工程支持县级在
不改变资金用途的情况下，将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和其他财政涉农资金投
入设施农业、养殖、乡村旅游、电子商
务等，形成资产折股量化，实现资产
收益。

“村集体投入的 40 万元来自上
级财政资金，相当于入股了这个农

特产品超市，每年不仅有固定的租
赁收入，而且能够实现分红。”项目
责任人、鸣凤村村委会主任王国民
说，“资产收益扶贫项目鸣凤村农特
产品超市资产中，40%作为村集体
经济收益，剩下的 60%折股量化给
不低于 60%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及边
缘户。”

怀宁县财政局局长郝金龙介绍，
怀宁县将资产收益扶贫工作纳入民

生工程和扶贫资金绩效实行双重考
核。县财政局根据安徽省资产收益
扶贫工作资金投入强度、贫困村、贫
困人口覆盖率等考核指标，制定了详
细的实施方案。经乡镇、村自主申
报，围绕各村资源优势，最终确定
2019 年实施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12
个，总投资 1351.3万元，其中投入财
政扶贫资金45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
901.3 万元。12 个项目安排在 9 个
乡镇，涉及 8个贫困村和 4个非贫困
村，覆盖 650 户贫困户，带动贫困村
村均增收 2.64 万元、贫困户户均增
收442元。

“财政资金不是直接入股，而是
转为实实在在的资产入股，当企业不
能按照协议兑现分红时，村集体有权
收回，再转给其他经营主体承包，继
续实现资产收益，有利于规避风险。”
怀宁县财政局总会计师刘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