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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新疆莎车：推进产业化扶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文汇

广州荔湾区帮扶贵州毕节市：

保就业稳民心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梁瑞萍

“三重三轻”怎么破解
□ 乔文汇

新疆莎车县恰热克镇电子产业园内，贫困户在工作。 高 强摄（中经视觉）

“2018年是30万只，去年达到120
万只，今年预计超过200万只，销售收入
有望突破1亿元。”在新疆喀什地区莎车
县，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厅派驻第一书记的17个深度贫困村，实
施“集团化作战”扶贫，合力发展养鸡业，
短短两年时间，就创造了禽类养殖规模
后来居上的业绩。

“突破的关键在于坚持统一决策、理
念共同遵循、项目共同实施。”新疆工信
厅副厅长、莎车县伊什库力乡克什拉克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彭季介绍：“无论是工
业项目还是农业项目，我们都以工业化
思维谋划和运营，项目前期由第一书记
共同论证，实施过程中由其中1人牵头，
成果由村贫困户共享。”

“重投入、轻运营”“重生产、轻销售”
“重规模、轻品牌”曾是产业扶贫存在的常
见问题，莎车县以工业化思维谋划产业扶
贫，已逐渐突破了“三重三轻”局限。遵循
市场规律，突出企业主体，成为当地产业
扶贫的普遍做法，很多扶贫产业从合作社
起步后，迅速变成企业化经营。

“多村一业”规模经营

“去年，17个深度贫困村每个村从
养鸡产业中获得2万元集体经济收入。”
在莎车县众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家禽养
殖基地，一排排鸡舍排列整齐，在鸡鸣声
中，贺建生正在联系销售。

贺建生是新疆工信厅派驻乌达力
克镇英艾日克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他不
仅是第一书记，还主抓17个贫困村的
养鸡业。除了这位“鸡司令”，新疆工信
厅派驻莎车县贫困村的其他16名第一
书记不再主导发展小规模养鸡，而是从
其他方面予以支持，有的参与屠宰项
目，有的参与生物有机肥项目，没有一
个“局外人”。

“养鸡扶贫项目确定后，由众扶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经营，实行企业化运
作。”贺建生说，从“一村一品”到“多村一
业”，实行规模化经营后，抗风险能力增
强了，保证了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在此基础上，鼓励有技术、有条件、有意
愿的农户在自家院子养鸡，由众扶农科
公司统一收购，保证农户收益。

随着企业的发展，市场开拓能力的
增强，莎车县众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带
动的贫困户，扩大到工信厅帮扶乡村以
外的乡镇，共带动全县5个乡镇近3000
名贫困人口增收。另外，还有262人在
该企业就业。“这两年时间，眼看着鸡娃
子越来越多，现在我既挣工资，还有分红
收入。”莎车县贫困户艾尔肯·肉孜高兴
地说。

去年，新疆工信厅帮扶的17个深度
贫困村近400户贫困户入股，每个村从
养鸡产业中获得2万元集体经济收入。
着眼于鸡粪加工利用，他们又引进了复
合肥厂，将产业链延伸至生物有机肥、高
端林果业肥料。彭季说，下一步，准备按
照公司法规定，成立17个合作社入股众
扶农科公司，让贫困户长期受益。

鸡产业之外，莎车县立林生态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带动的肉羊养殖，新疆刀
郎阳光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动的肉
牛养殖等，均以工厂化养殖为主、农户养
殖为辅，立足多个乡镇，让生产要素在更
大范围统筹，提升了扶贫效果。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
持续稳定。与一般企业相比，扶贫企业
不仅要讲效益，还要带动贫困群众稳定、
持续增收，因此完善扶贫企业与贫困户

的利益联结机制尤为重要。
对此，援疆企业莎车和谱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伊什库力
乡克什拉克村，他们确定了设施农业发
展方向。“大棚所有权不变，经营权流转，
实行统一经营，每一座大棚就是一个生
产车间。”该企业负责人说。

在克什拉克村，经济日报记者看到
100多座建在戈壁滩上的大棚，栽种了
草莓、西瓜、茄子、西红柿等果蔬品种。
技术员田升超告诉记者，贫困户流转大
棚后，还可以在企业务工，每座大棚吸纳
1名劳动力。目前，这种“传统大棚+企
业化经营+精准扶贫”的扶贫模式已在
莎车县推广，项目运营企业已在全县统
一经营500余座大棚。

实际上，克什拉克村原来也曾发展
设施农业，但是真正实现产业富民还是
最近2年实施企业化经营后。原因很简
单，之前是单打独斗，农民种植水平不
一、品种不一，影响了产量和品质。由企
业统一经营后，进行标准化生产，大棚从

“小作坊”变成了“生产车间”，破除了这
一弊端。

在莎车县乡村，不仅有土地这个“大
车间”，还有真正的生产车间进驻。乌达
力克镇博依拉村是深度贫困村，人均耕
地面积2.6亩，通过种植业增收空间有
限，必须跳出土地谋划脱贫，于是引进了
制衣车间。

博依拉村制衣车间主要生产特种作
业服装，共解决了137名劳动力就业，大
多是贫困户。村民帕塔木尼萨·克热木
拉到这里工作一年半了，现在每个月都
有近3000元的工资。她高兴地说：“在
这做事比种地收入高，车间就在村子里，
来工作方便得很。”

“农民离开家门走进厂门，变身为产
业工人。”博依拉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刘宏
建告诉记者，全村所有劳动力都有工资
收入，特别是贫困户工资收入连年增加，
现在已达总收入的七成，稳定脱贫有了
坚实保障。

做强产业有效增收

一只羊的增收空间有多大？记者在

莎车县了解到，如果精细分割后按部位
卖，与整只羊销售相比，至少多收入一
半；如果串成羊肉串销售，收入则是卖整
只羊的两倍。

脱贫致富快，要靠产业带。如今，莎
车县贫困户不仅获得生产环节的效益，
还能从加工环节乃至流通环节获得收
益。“让扶贫羊利润最大化，实际上就是
推进农牧区工业化。”佰什坎特镇库玛村
党总支第一书记、新疆国土资源厅驻村
工作队队长赵炳鉴认为，突破增收天花
板的关键，一是要延长产业链，二是要提
高贫困户劳动技能。

“过去，由于产业化程度不高，一些
扶贫项目还停留在出售初级产品和原
料上，贫困户从产品加工环节中获得的
利润少。”赵炳鉴表示，产业链条越长、
环节越多，带来的增加值就越多。库玛
村通过开展产业扶贫，增收空间不断扩
大，目前全村农户在一产就业301人、
在 二 产 就 业 203 人 、在 三 产 就 业
281人。

除了传统的农牧业，服装加工、电子
配件生产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拉长生
产环节，拓展贫困户增收空间。莎车县
恰热克镇大力发展电子配件生产，引进
了新疆雅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威
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耳机、
电感磁环、变压器配件、高清线材等，提
供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

“最开始只能做半成品，后来不到3
个月就可以增加一道工序，生产的产品
种类越来越多。”两年前，新疆雅诺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恰热克镇，企业负责
人周子丹告诉记者，公司实行“岗前培
训＋岗中培训”模式，一手抓生产、一手
抓培训，员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原来只
有1个班组，现在则分成绕线组、包装组
等8个班组。

在这家企业落户前，恰热克镇阿瓦
提村农民阿依尼亚孜汗·阿西木一家靠
种植5亩地维持生计。到企业务工后，
她掌握了一技之长，每月都有稳定收
入。“在厂子里学到了技术，能靠自己的
本事挣钱了。我要继续好好干，努力过
上更好的生活。”阿依尼亚孜汗高兴
地说。

产业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
贫、持续增收的根本途径。近年来，贫
困地区瞄准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因地制宜高质量推进产业扶贫，取得
了积极成效。但是，个别地方也存在

“三重三轻”问题，即“重投入、轻运营”
“重生产、轻销售”“重规模、轻品牌”。

解决“三重三轻”问题的关键，在于
坚持新发展理念，在扶贫企业与贫困户
之间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莎车县以工业化思维谋划产业扶贫，在
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上下功夫，提升
了产业扶贫成效，值得总结和借鉴。

产业扶贫，就是通过发展产业带动
脱贫，产业培育和发展得好，才会带动
更多贫困户脱贫。因此，首先要谋划好
产业发展，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以工业

方式组织生产，加强运营、销售和品牌
培育，其实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特
别是对扶贫产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
关系到稳定脱贫、长远发展，以及脱贫
之后的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扶贫产业大多扎根乡村，乡村虽
缺乏产业配套，市场却是开放的，这就
要特别重视和加强组织运营，让生产
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统筹。新疆工信厅
在帮扶深度贫困村过程中实施“集团
化作战”，不盲目引进同类企业，合力
打造一个品牌，让各贫困村互为促进，
扶贫干部互为支撑，扶贫产业迅速形
成了规模，就是重运营的成效。

另外，无论是哪一类扶贫产业，产
品终究要面对市场，要接受市场的检
验，需要稳定的销售渠道。因而，提高

市场竞争力，品牌化发展是必由之
路。因此，建议贫困地区在推进产业
扶贫过程中，牢固树立品牌意识，制定
生产标准、保证产品质量、实施规范经
营，培育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
品牌。

其实，扶贫企业走好品牌化之路
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一是有脱贫攻坚
相关政策的支撑，政府部门的大力支
持；二是有“消费扶贫”的有力拉动，产
品有基本的销售渠道；三是一些贫困
地区的农产品本来就极具特色和市场
潜力，只是因为当地发展不充分，导致

“养在深闺人未识”，如果经过精心打
造 ，完 全 可
以培育成优
势品牌。

浙江长兴县帮扶四川木里县开展脱贫协作项目：

培训班里学致富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张啸松

“长兴的培训班结束后，回到木
里的我，结合培训所学和本村实际，
通过逐步摸索，带领村民建立大型养
猪场，发展海椒种植。仅用时半年，
村集体经济就增收5.65万元，当年
全村人均分红101.25元。”在浙江省
湖州市长兴县委党校近日举行的第
三届浙江长兴——四川木里“决胜小
康”村书记专题培训班开班仪式上，
木里县西秋乡米哑村党支部书记杨
小华分享了村里脱贫摘帽的大喜事。

自2018年起，长兴县主动联系
木里县举办脱贫协作培训班，通过

“体验式”“案例式”“参与式”等教学
方式，让长兴、木里两地的村书记和
致富带头人同吃同学，结对交流“致
富增收”经验，探索出一条通过智力
输出实现跨地区脱贫协作的新路子。

培训班第二天，正赶上长兴县夹浦
镇父子岭村杨梅节。木里的学员们前
往观摩，在现场杨小华一直拍照、拍视
频，每个细节都不放过。父子岭村党委
书记张爱兵还带他参观了村里的杨梅
产业林、杨梅文化馆、杨梅节会场，临别
时张爱兵给杨小华鼓劲：“你回去后放心
干，有啥不明白的，我给你出主意。”

杨小华说，“除了养猪外，我们的
海椒产业也在持续做大，明年形成规
模优势后，还要举办海椒节，做农旅
结合文章。在办节营销方面，我们是
新手，很需要长兴的经验。”

“两地三届培训班累计协助木里
县培训村干部47人、农村致富带头

人170余人。培训班给两地村书记
和致富带头人搭建了一个增进了解、
学习提高、交流沟通的平台，扶贫帮
扶实现了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
渔’转变。”长兴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韦国煜说。

像杨小华这样通过长兴木里培
训班受到启发，回去后“大展拳脚”的
村干部正越来越多。四川茶布朗镇
前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
冬兵在长兴县和平镇芦笋合作社经
验的启发下，搞起了50个种植大棚，
涉及蔬菜品种30个，今年合作社预
计实现销售收入超30万元；沙湾乡
打卡村第一书记杨定伟学习了长兴
县吕山乡土地治理实践，清理全村权
属不明土地100多亩，打造两个标准
化的花椒种植基地，一举打破村集体
经济收入为零的局面；依吉乡雨初村
委会主任撒边玛参照长兴顾渚村农
家乐积分制管理办法，对村中的7家
民宿和农家乐开展评分管理，村庄面
貌明显好转，尽管受疫情影响，入住
游客量还是保持稳中有升。

截至目前，接受培训的木里县村
干部、农村致富带头人共培育羊肚菌
种植、野生蜂蜜加工、电子商务销售
等产业12个，实现销售收入近2000
万元，累计帮助478名群众增收300
万元，其中为200余名建档立卡户增
收160万元。今年2月份，经四川省
政府批准，木里县已顺利摘掉国家级
深度贫困县的帽子。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来到贵州省
毕节市七星关区柏杨林街道，在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广黔同心”扶贫车
间内，数十名工人正在忙碌着，有的在
制衣，有的在编藤椅。贫困户朱永芬
告诉记者，扶贫车间采取计件工资制，
多劳多得，她干得很起劲。

记者了解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
关区柏杨林街道是贵州单体最大的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从2017年开
始，七星关区组织34个乡镇6372户
29001人安置到该安置点，已经写好
了“搬得出”的前半篇文章。

自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大幕拉开
以来，广州市荔湾区对该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开展全面帮扶，涵盖社区治
理、就业、产业、教育、卫生、文化体
育、基础设施等方面。据统计，荔湾
区累计在该安置点投入财政和社会
帮扶资金5500多万元，助力七星关
区写好“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
富”的后半篇文章。

据了解，“广黔同心”扶贫车间是
广州荔湾区援建的扶贫车间，工人都
是来自柏杨林街道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的居民。柏杨林街道副主任单
正胜介绍，“广黔同心”扶贫车间主要
从事服装加工、藤艺制作、手工产品
制作等，稍加学习就可就业。扶贫车
间“送工作”到家，培育“绣娘”等适合
居家工作的手工产品行业，提升了困
难群众“我要致富”的积极性，发挥了

“小车间”的大作用。
在就业帮扶方面，除了开展援建

扶贫车间，广州荔湾区还采取组织劳
务输出、组织技能培训、给予稳岗补

贴等帮扶措施，助力七星关区解决群
众就业稳收问题。数据显示，截至4
月 30 日，柏杨林现有劳动力家庭
5226户11148人，实现就业5226户
10203人，其中到广东省务工1315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数1103人）。

2018年，贫困户郭锦一家6口
人还挤在40平方米的木房子里面，
靠着河沟里一亩半的薄田，一年到头
只收些自种自吃的粮食，生活拮据。
现在郭锦一家搬进了柏杨林街道幸
福社区，住进了140平方米的房子。

如今，郭锦经介绍在柏杨林街道
办事处做保安，妻子在离小区步行几
分钟的大棚里种蔬菜，夫妻月收入合
计近4000元，这相当于他们之前种地
一年的收入。“住上好房子，有了好工
作，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郭锦说。

“作为负责群众创业、就业工作
的工作人员，我们的使命就是想方设
法开发更多岗位帮助群众稳定就
业。只有解决就业，搬迁群众才能真
正安下心来。”单正胜表示。

此外，针对该街道“老幼残”服
务的迫切需求，广州还援建了柏杨
林长幼日间托养照料中心和长者
饭堂。该中心为全国首家集老人、
幼儿日间托养照料、长者饭堂于一
体的综合服务平台。由广州市荔
湾区牵头建设运营，由广州、毕节
等多家社工机构和团体提供专业
社工服务及资助。“我们帮助易地
扶贫搬迁过来有劳动能力的群众
实现就业，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
忧。”七星关区柏杨林街道办工会
主席王科发表示。

图为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柏杨林社区饰品制作就业扶贫车间，正在举办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