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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广西隆林：金融扶出新天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韦秋莹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

2015年底，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将广西百色市列为政策性金
融扶贫试验示范区。隆林作为国家深度
贫困县和农发行定点帮扶县，被百色市
列为政策性金融扶贫先行先试县。

金融扶贫先行先试

专业人办专业事。多年来，农发行
总、省、市、县四级行从政策倾斜、金融人
才配备、资金保证、项目推动、产业扶持、
爱心捐赠等方面给予隆林县倾力帮扶。
农发行结合隆林实际情况，不断探索金
融扶贫新模式，确保各项金融扶持政策
落得实、用得活，有效破解隆林基础设施
建设薄弱和农业产业扶贫融资难题。

5年来，农发行审批隆林扶贫项目
贷款53.79亿元，累计投放27.48亿元。
直接向隆林捐赠3200多万元，引进社会
帮扶资金2400多万元，累计培训隆林扶
贫干部、致富带头人2000多人。同时，
为隆林招商引资落地项目10多个，项目
投资20多亿元，充分发挥了中直单位金
融扶贫先锋主力作用，探索出一条帮助
深度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金融扶
贫之路。

隆林县那么村党支部书记李丽是当
地有名的致富带头人。眼下，她正在为
新饲养的一批鸡苗忙碌着。

“农发行把那么村的通屯公路修好
后，又引进了龙头企业，为村民提供鸡
苗、饲料、技术、设备并负责回收，政府买

保险托底，村民每年至少可以养殖3万
多只鸡，纯利润能达到13.5万元。成立
合作社，还可以带动村民入股，搞活村集
体经济。”李丽说。

2016年7月份，农发行广西壮族自
治区分行针对隆林县特色产业，优选23
家企业，到隆林县召开产业扶贫现场动
员会，并成功引进富凤集团发展林下养
殖、红谷集团发展黑猪养殖等，采用“龙
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模式，辐射带
动800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青山起伏，杉林连绵。据农发行广
西壮族自治区分行驻隆林县那么村第一
书记曹亚楠介绍，针对隆林县森林覆盖率
高的优势，农发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将
国家木材战略储备计划与扶贫开发相结
合，在“山”里做文章，于“林”间挖潜力。

农发行广西区分行仅用20天，于今
年6月份就完成隆林县首笔4亿元林业
资源开发与保护贷款调查、投放。该项
目将通过收购隆林县现有杉木、松树以
及其他乡土树种人工林的所有权及经营
权建立国家储备林基地，总规模达
6666.7公顷。项目建成后，能为当地带
来实实在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同时，还通过林地流转、产业分
红、吸纳贫困户就业等方式，盘活外出务
工群众和贫困户的闲置林地，带动逾
50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就近就业，让

“荒山”变“金山”，促进贫困群众增收。
“假如流转出25亩林地，按照林木

生长情况作市场评估，如果每亩3000

元，就能收入7.5万元，加上林地一次性
流转20年收入5万元，一共有12.5万元
收入。”曹亚楠说，当地百姓除了有每亩
林地流转的收入，还能依靠国家储备林
项目就近务工梳林，每年每家增收 4
万元。

金融支持持续加码

除了政策性金融支持外，隆林县还
坚持科学规划引导统筹、重点项目主导
统筹、民生投入重点统筹等建立“多个渠
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
机制，将中央“19+1”项涉农专项资金、
广西“22+1”项涉农专项资金统筹整合
到扶贫资金池，放大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016年以来，隆林县为脱贫工作投
入31.4076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雨露计划、小额信贷贴息、
产业以奖代补、能力建设等项目。

目前，隆林县“有路通村屯”指标已
达标，“有特色产业”指标已达标，目前覆
盖率为97.58%，“有义务教育保障”指标
巩固率为94.02%。

同时，隆林县用好深圳罗湖区对口
帮扶协作资金。第一批扶贫协作资金
7017万元，共实施项目32个。其中，
产业项目25个，劳务协作项目1个，
基础设施类项目2个，社会事业类项目
1个，其他类项目3个，用于扶持扶贫
支柱产业、扩大劳务输出、加强干部交
流、人才培训等，促进隆林县贫困群众
尽快脱贫。

隆林县副县长赵乐欣告诉记者，贫
困村集体收入渠道少，没有规模产业，自
主发展后劲不足，村集体经济薄弱。

为此，隆林县聚焦黑猪、黑山羊、茶
叶、桑叶、香蕉等特色农业产业，运用好
产业扶贫风险补偿基金模式，力争扩大
规模，支持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同时，通
过引进有实力的龙头企业落地，带动当
地特色产业发展。

创新驱动服务“下沉”

广西隆林芬达种桑养蚕农民专业合

作社位于德峨镇么基村，从最初被动自
外部购买蚕种，逐渐发展到目前具备自
主培育蚕种的能力。同时，合作社统一
向农户传授养殖技术，及时更新饲养经
验，带动该片区贫困户种桑养蚕，增加
收入。

“农行的‘惠农 e贷’帮了我们大
忙。”芬达种桑养蚕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杨丽芬说。“惠农e贷”是农行针对农
民推出的一款线上化、批量化、便捷化、
普惠化的信用贷款产品,贷款额度起点
为3000元,最高额度根据客户资产、收
入、担保等情况核定。杨丽芬告诉记者，
不止合作社的社员可以拿到贷款，片区
周边的致富带头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也
得到了“惠农e贷”的支持。

除了贷款外，在德峨镇么基村种桑
养蚕前期，农行隆林县支行还向么基村
贫困户捐赠化肥8吨，价值2.05万元，用
于该村25户贫困户种植300亩桑树。

近年来，隆林县在推动金融服务
“下沉”，改善产品供给方面采用了很多
办法。比如，因地制宜开发产品，成立
隆林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并积极开展
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促进隆林农村
土地经营权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
益，为招商引资和农业产业发展奠定了
良好基础。

隆林县在2019年成立了小微企业
融资担保公司，并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政策性担保公司和百色市小微企业担
保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引入“4321”风险
分担机制，建立政府风险补偿基金，为隆
林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解决了企业
贷款抵押品不足的问题。

此外，隆林县还推进农业政策性保
险业务。2019年全力组织全县开展政
策性保险业务，使全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投保量和理赔金额大幅增加，分别是前
一年的3倍和6倍。

截至今年6月底，隆林县建成农村
地区金融机构网点47个，农村金融服务
站243个。2020年，该县农业保险承保
农作物面积达119942.43亩，承保品种
覆盖农、林、牧、渔等领域，承保覆盖率超
过90%。

眼下，距离2020年底还有3个多月，正是决战
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受疫情灾情双重影响，目前
未摘帽贫困县、“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劳
动力就业难度较大。在此情况下，要让贫困劳动力
稳住岗位、稳在就业地，以人为本是一项应有之策。

受疫情影响，贫困劳动力今年增收的确受到不
小影响。一位常年在大城市提供家政服务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说，受疫情影响，整个上半年几乎没有
入户揽活。近一段时间，多地持续降雨引发灾情，
又为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
战。如何让贫困户尽快走出低谷，也是就业扶贫的
一项重要任务。

应该看到，无论是疫情还是灾情，其影响都是
阶段性的。今年以来，国家及时出台鼓励吸纳、帮
助外出、兜底保障等一系列帮扶政策，通过“点对
点、一站式”就业服务，全力帮助贫困劳动力就业。
各地也在努力收集、开发合适的就业岗位，拓宽就
地就近就业渠道，防止收入骤减。这些都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思路。比如，笔者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
扶贫产业园看到，当地陆续引进了10余家企业，吸
收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270余人。同时，扶贫产业
园、技能培训基地等与贫困劳动力居住的易地扶贫
搬迁小区仅一路之隔，贫困户出门即上岗，下班即
到家，培训也方便。只要政策有力、措施给力、帮扶
得力，就能帮助贫困劳动力渡过难关。

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在采访部分贫困劳动力
如何增收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道出一个词——学
习。贫困劳动力反映，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增收的重
要来源，但自己受教育程度低，技能培训机会较少，
导致就业困难。所以，学习技能和手艺，跟得上市
场需求，已成为一件特别紧迫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县域企业也表示，企业眼
下不愁订单，缺的是人，熟练工人缺乏，已成为企业
发展的“拦路虎”。这再次印证了把贫困劳动力转变为宝贵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脱贫攻坚不是为了一时数据好看，而是为了持续改变各地百姓的贫困现状，最终
解决发展问题，这些都需要人力资源发挥作用。展望未来，仍要以人为本，研究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扶贫长效机制，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使帮扶举措更精
准，从而实现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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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伽师县：小馕饼发挥大效应
走进新疆喀什地区伽师县馕文化产

业园生产区，头戴白帽、身着白色工服的
师傅们正紧张有序地制作烤馕。生产区
内，“小馕大产业，一馕一世界”几个大字
分外醒目。据统计，这里每天有30万个
烤馕新鲜出炉。

伽师县馕文化产业园2019年11月
份投产，现有员工1200名，目前已形成
了从生产加工到仓储物流、从技能培训
到扶贫就业的经营模式，小小的馕成为
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助推器。

生活在新疆的各族群众都离不开
馕。“伽师县有40多万人，每人每天吃一
个馕，消耗量很大。”负责推进当地馕产
业发展的伽师县政协副主席李文明说，
为了让更多群众吃得更安全、更放心，同
时打响新疆馕品牌，伽师县2019年9月
份投入资金7500万元，成立喀什新粤馕
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馕城），建成
原料库、半成品间、生产区、成品间、配送
区，并于2019年11月份正式投产。目
前，馕城有室内电气混合馕坑210个、室
外炭火馕坑52个、木柴馕坑80个。

伽师县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也在产
业带动就业上寻求突破口，产业园安置
群众就业1200人，其中696人为贫困
人口。

吾帕尔江·卡斯木是巴仁镇叶乐坎
科其克村人。有着打馕手艺的他，以前
靠打馕、卖馕为生，但收入并不稳定。
2019年11月份，踏实肯干的吾帕尔江·
卡斯木来到馕文化产业园工作后，很快
成为打馕大师傅。“我现在每天打窝窝馕
（馕的品种之一）2000 多个，月工资
4200元。”吾帕尔江·卡斯木说。

同样在馕文化产业园就业的还有阿
迪力江·沙迪克夫妻俩。阿迪力江·沙迪
克一家3口没有土地，去年12月份得知
招工信息后，他主动应聘成为一名打馕
师傅，如今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今年
5月份，有了稳定收入的阿迪力江·沙迪
克又介绍妻子到烘焙区工作，每月收入
2200元。“我们夫妻俩现在习惯了上下
班的生活，两人月工资加起来近6000
元，我们很满足。”阿迪力江·沙迪克说。

馕城总经理马军告诉记者，像这样的

夫妻员工，在馕文化产业园里有几十对。
“发展馕产业是为了解决当地群众就近就
业，这里的员工月平均工资有2500元。”

为做大做强馕产业，馕文化产业园
抽调专业人才成立了研发中心，紫薯馕、
红枣馕、核桃馕……民间手艺加上技术
研发，馕产品升级到120种。2019年12
月份，“馕小帅”“瓜乡馕”“疆家人”3个
商标相继申报成功。同时，为了提升员
工的打馕技艺，产业园每周开展打馕竞
赛，在全县开展馕名品评比大赛，通过比
赛鼓励员工提升业务水平。不久前，产
业园生产的馕被列入喀什十佳名馕。

今年以来，为把馕产业发展成特色
优势产业，伽师县不断创新，在营销、文
化和旅游上做足文章。

今年3月底，馕城拓展外销业务，借
助网络电视、苏宁易购、抖音快手等直播
平台，开通了线上销售渠道。“下一步，我
们将开拓市场，建连锁店，推进伽师馕进
入内地商超市场，实行线上线下多渠道
销售，让大家品尝到热乎乎、香喷喷的
馕。”李文明说。

今年4月份，馕文化产业园二期生
产区竣工，除了新增室内馕坑60个之
外，还设计了参观区、采摘园、标准化日
光温室大棚，把馕产业延伸到旅游观光
与体验领域，产业园3A级景区也正在
加紧创建中。

在馕产业不断壮大的同时，上下游
产业链也不断延伸。今年6月份，伽师
馕小帅环保厨具有限公司生产的环保馕
坑在伽师县工业园区下线。公司总经理
马国忠说，现在每天可生产馕坑50个到
60个，产品供不应求。“我们计划增加一
条生产线，到时日产馕坑超100个，可再
增加就业100人。”

此外，技能培训也成了馕文化产业
园又一张亮眼的名片。目前，有800名
打馕师傅以馕产业园为实训基地集中培
训，结业后既可以在馕产业园就业，也可
以选择在乡镇就业或是自主创业。

“馕产品+技能培训+扶贫就业+旅
游观光”，围绕馕产业，伽师县催生并延
伸了产业链，小产业正在发挥大效应，助
力更多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这车装了 600 盆，我再算算
看。”刚在花卉大棚旁装完车的王云
刚，满手泥巴地点开手机里的计算
器：一年大批量可以卖三茬，收入15
万元。种子育苗、管理投资、工人开
支，反复算了几遍，脸上露出了开心
的笑容。

串串红、鸡冠花、孔雀草、海棠、
羽衣甘蓝……五颜六色的花木映红
了王云刚的花卉大棚。

王云刚是河南省灵宝市苏村乡
孙家沟村的脱贫户，在政府引导下，
享受产业大棚1万元的奖补政策，种
植两棚花卉，年收入15万元，村里不
少贫困户都在他的基地打工。时下，
他正筹划再发展2个大棚，扩大生产
规模。

从贫困户变成小老板。在灵宝
市乡村，像王云刚这样依靠党的好
政策，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走上致
富路的农户随处可见。王云刚说：

“以前是给别人打工，学到了花卉种
植技术，只要能吃苦，定能过上好
日子。”

伴随着轰鸣的机器声，我们走进
西阎乡干头村芳捷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火红的辣椒、烘干的香菇，工人们
正在忙着分拣。公司总经理周建军
掰着指头：“公司对上订单对下合同，
采用‘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
展特色种植1000余亩。从春季的茵
陈、槐花开始，一年四季几乎不停产，
每天为农户烘干农产品1万斤，帮助
贫困群众增收，安置贫困户就业。”

“贫困群众白天在地里忙农活，
晚上来公司加班分拣香菇、辣椒，每
小时10元，仅此一项年收入1万多
元。”周建军说。

在灵宝市昌盛食用菌产业基地，
更是一番红火热闹的生产场面。该
基地采用服务带动模式、托管分红模

式、转移就业模式、科技培训模式，帮
扶和带动14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发展食用菌产业走上致富路，累计安
置就业3万余人次。同时，该基地还
组建了专业电商团队，开设网上店铺
20余家，帮助菇农和贫困户销售产
品。目前，该市为15个乡镇303个
电子商务村级服务网点统一免费配
备硬件设备，其中51个贫困村覆盖
率达100%。

金融扶贫也让贫困户高海全尝
到了致富的甜头。2017年他开始养
猪，通过申请金融扶贫贷款、产业扶
贫项目资金等途径，多方筹资70万
元，不断扩大规模，带动75户贫困
户，养猪200头脱贫致富。

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灵宝市
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7亿元支持
产业扶贫项目249个；累计发放金融
扶贫小额贷款3.36亿元，受益农户
4121户；建成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7家，产业扶贫基地180余个。
全市形成了果、烟、菌、菜、牧等特色
产业优势，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25岁的
尹冬冬是故县镇上坡头村贫困户，通
过政府引导联系，在江苏张家港一家
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工作3年，每月收
入5000多元，稳定脱贫。像尹冬冬
这样得到妥善就业安置的贫困户还
有很多。

“今年以来，特别是面对疫情，灵
宝市积极与务工地区和企业联系，安
排专车，开辟绿色通道，‘点对点’将
务工人员送到企业。同时，通过发布
用工信息，举办招聘会、培训班、行业
政策宣传等措施，共转移就业贫困劳
动力14377人，安置公益岗位就业
1600余人，转移就业率达到100%，
确保务工人员得到稳定就业。”灵宝
市委书记孙淑芳说。

河南灵宝打好脱贫组合拳——

只要能吃苦，定能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邢 博

□ 本报记者 耿丹丹 通讯员 陈 晨

河南省灵宝市西阎乡干头村芳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烘干车间里，贫困群
众正在晾晒辣椒。 邢 博摄

隆林县那么村党支部书记李丽是当地有名的致富带头人，她正在自家开办的养
鸡场喂鸡。 曹亚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