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托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南恒都公司夏南牛养殖场，采取订单收购青贮玉米、

实行托管增收和吸纳贫困对象就业等方式，新建夏南牛帮扶基地18个，发展订单式青贮玉

米2.4万亩，带动3400户贫困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依托食用菌龙头企业亿龙食品和雨露菌业，大力发展基地式种植，免费向贫困户提供培

育好的菌棒，专业技术人员定期上门免费服务，所得利润企业得三，贫困户得七，实现贫困对

象就业零距离、成本零投入、收益零风险，带动12422户24750 人，人均年稳定收益1000 元

以上。

把生产车间搬进村、搬回家，把扶贫车间建在家门口，2600多名留守妇女及贫困人口实

现了上班能哄娃、打工能种地，在家能脱贫的目标。

牵住产业扶贫的牛鼻子，泌阳县找准主攻方向，强化利益联结，带动全县102个贫困村

退出贫困序列，近7万名贫困群众通过发展产业实现稳定脱贫。

凝心聚力抓产业 厚积薄发富乡村
记者 侯伟峰 通讯员 李 新 刘 艺 文/图

2021

年6

月18

日

星
期
五

责
任
编
辑

刘

华

王

晨

校
对

刘

华

T05

围绕脱贫质量谋划思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发展

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的指示，始终把产业扶贫

作为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研究出台《泌阳县产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泌阳县特色产业扶贫方案》，确定了

七大特色产业支撑、三大集群拉动，八种模式发力的产

业扶贫思路。

围绕特色产业谋划项目。结合特色产业，精准选定131个

带贫企业，精心谋划带贫项目，实施产业带贫项目136个，建成

夏南牛规模养殖场 183 个，食用菌大棚 4000 个，帮扶基地 92
个，让每个贫困对象都有致富门路。

围绕产业覆盖谋划机制。制定“2+ N”产业扶贫机制，“2”
即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都有两种稳定收益；“N”即根据本地实

际，引导帮助贫困户灵活选择适宜项目发展产业，实现全县贫

困对象均有两种产业覆盖。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出台进一步加大建档立卡贫困对象

扶持力度的实施意见和以奖代补产业扶贫实施方案，设立 1.5
亿元产业奖补基金，对贫困户发展产业的，按人均3000 元的标

准进行补助。对项目发展优良、效益明显的，每人再发放

1000 元后续发展奖补资金；设置 4360 万元风险补偿基金和

2000 万元担保基金，支持贫困对象发展产业；设立奖补资

金，对企业每安排一名贫困对象稳定就业的奖励 2000 元。

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对产业扶贫工作成效突出的乡镇、优秀

带贫企业给予 10~50 万元奖励。

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将扶贫与扶智结合起来，对贫困对象

参加就业培训的每人每天补贴 40 元，对到市外省内参加培训

的一次性补贴450 元。同时，组织中级以上职称相关技术人员

到每个村对贫困对象进行培训，共培训 3.8 万人次，3600 名群

众通过培训熟练掌握种养殖技术。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2016 年以来，共整合及县财政投入

扶贫资金13.38亿元，其中，将7.6亿元用于产业扶贫。

集体经济带贫。在全省率先成立村级党群创业服务社，吸

纳党员致富能手、有服务意愿的经济能人、优秀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和在外创业成功人士参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采取

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吸纳就业、能人引领等方式，带动农户稳

定增收。该县杨家集镇郭庄村把 150 万元发展集体经济扶持

资金入股大地菌业有限公司，双方合作共建 100 个食用菌大

棚，全部由贫困户承包，并免费培训技术，生产菌棒销往韩国市

场，创汇300 万元。村集体年收益20 万元，90 户贫困户靠种植

香菇脱贫，18名农民通过劳务输出到韩国务工，全部当年脱贫，

实现了企业、村集体、贫困户三方共赢。该县投资300 万元，在

高邑乡高标准建设 100 个食用菌大棚，作为村集体资产，无偿

交由贫困户使用，采取“三个一”模式，即做到一名党员帮扶一

户群众发展一棚，户均收入贫困户当年可以稳定脱贫。目前，

全县354个村均建有党群创业服务社，231个村建起了“一村一

品”的特色产业，村级集体经济总量达到1.2亿元，带动3380 户

贫困群众增收。

龙头企业带贫。组织龙头企业依托自身优势，与贫困群众

签定协议，采取代种代养、入股分红、吸纳就业等方式，多渠道带

动贫困群众稳定增收。该县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

南恒都公司，依托两个亚洲单体最大的夏南牛养殖厂，采取订单

收购青贮玉米、实行托管增收和吸纳贫困对象就业等方式，增加

贫困户收入。全县新建夏南牛帮扶基地18个，发展订单式青贮

玉米2.4万亩，带动3400户贫困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该县

食用菌龙头企业亿龙食品和雨露菌业，流转贫困户土地，大力发

展基地式种植，免费向贫困户提供培育好的菌棒，专业技术人员

定期上门免费服务，并保价回收，所得利润企业得三，贫困户得

七，实现贫困对象就业零距离、成本零投入、收益零风险，带动

12422户24750人，人均年稳定收益在1000元以上。

新型经营主体带贫。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贫困户

以土地和荒山等资源入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托管经营、

入股经营、承包经营等方式获得收益。该县马谷田镇河南村贫

困群众把荒山荒坡入股永远林果专业合作社，由企业统一整

地、统一供苗、统一植保、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对参与日常管理

的贫困户，利润按二八分成，贫困户得八、企业得二；对无力参

与日常管理的贫困户，利润五五分成，人年均收入 3700 元，轻

松实现脱贫。该县金叶烟叶专业合作社流转贫困户土地，贫困

户脱贫当年及脱贫之前，种植烟叶利润与合作社按7∶3比例分

红，脱贫第二年后按5∶5分红，达到致富标准的下一年按3∶7分
红，人均增收在3000 元以上，实现了贫困群众“人均三亩烟，收

入逾3000，地租打工保吃穿，种烟净落钱”的目标。目前，全县

11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扶贫，带动12365户24665名
贫困群众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

产业到户带贫。设立产业发展基金 1.5 亿元，采取贫困户

干、政府奖补方式，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通过劳动脱贫致

富。对发展“牧、林、菌、烟、油、菜、茶”七大产业的贫困户，按人

均3000 元的标准进行扶持。对项目发展优良、效益明显的，按

每人1000 元标准再发放后续发展基金。该县铜山乡山头村贫

困户冯华俊，用小额贷款资金 4 万元、政府奖补 1.5 万元，产业

发展基金和万元，养殖能繁母牛 4 头，繁殖犊牛 4 只，年获利近

3万元，实现稳定脱贫。目前，全县新增加牛存栏2.2万头，香菇

3000 万袋，林果 9 万亩，带动 2600 户贫困对象自主发展产业，

实现年人均增收3000元。

电子商务带贫。建成覆盖城乡的电商物流覆盖体系，全县

562家农业经营主体开设网店，带动 672名贫困人口成为懂信

息、会用网、能致富的新型农民。该县农民田金满开设的“金满

农场”网店，生意红火，依托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使土货变网货，

把本地不值钱的干萝卜叶、花生叶卖出了20 元一斤的肉价钱，

年销洋槐花、山野菜、芝麻叶等300 多万元，辐射带动周边8个
乡镇贫困对象脱贫致富。

金融扶贫带贫。设置 4360 万元风险补偿基金和 2000 万

元担保基金，采取“政府+合作社+银行+担保公司”四位一体方

式，通过户贷户用、户贷社用、社贷社用、企贷企用四种途径，支

持贫困对象发展产业脱贫。至目前，全县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6.89亿元，带动19359户贫困户年人均增收800元。

扶贫车间带贫。按照“四靠”的原则，政府投资建设扶贫车

间23个，让贫困群众不出村就有活干，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此

外，我县丰盈制衣、神艺服饰、东吉电子，鼓励公司熟练工，把生

产车间搬进村、搬回家，先后在马谷田、盘古等乡镇建成扶贫车

间 49 个，吸纳 2600 多名留守妇女及贫困人口就业，实现了上

班能哄娃、打工能种地、在家能脱贫的目标。

光伏产业带贫。采取财政直投方式，投入资金2.03亿元，建

成村级光伏扶贫电站106个，投资1500万元资本金，入股到辖区

20兆瓦集中电站，所得收益全部用于贫困村发展和贫困群众增

收，带动6664户15257人贫困人口人均年增收1000元。

兵团式作战。成立了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长的产业

扶贫工作指挥部和县委书记任组长的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集

结优势兵力，凝聚全县力量，全力做好产业扶贫这个大文章。

专业组推进。成立由县级领导任组长的集体经济扶贫、金

融扶贫、电商扶贫等8个专业组，做到目标、任务、责任“三个明

确”，实行会商、督导、通报“三项制度”，做到挂图式作战、专业

组推进，建好产业扶贫链，搭起脱贫致富桥。

典型化带动。先后培育推广乡镇、村、贫困户三个层面典

型 38 个，让乡村和贫困对象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有效激发了

贫困对象内生动力。

风险性防控。坚持集体论证，发挥巡察、行业部门、政府督

查、第三方管理“四条线”监管作用，确保项目实施规范，防范资

金风险。为贫困户购置农业保险，推进“三个零”“五统一”等产

业带贫模式，让贫困对象零风险、稳收益。

通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该县的产业扶贫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升了脱贫质量。贫困

户通过发展产业，找准稳定脱贫的路子，巩固了脱贫基础，实现

了稳定脱贫、永续脱贫、奔向致富。二是推动了结构调整。产

业扶贫的深入实施，壮大了优势产业，优化了产业结构，提升了

经济发展质量。2017 年，该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序位居全

省第35位，五年提升37个位次。三是促进了乡村振兴。产业

扶贫的开展，增强了农村发展后劲，增加了农民收入，助推农村

地区逐步实现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目标。四是加强了党的建

设。通过创新成立党群创业服务社，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全县354个村均建立了党群创业服务社，231个村建起了“一村

一品”的特色产业，村级集体经济总量达到 1.2 亿元，解决了村

级组织无钱办事的问题，增强了村级组织力和凝聚力，让基层

有堡垒、群众有主心骨、脱贫有了更多领头雁。5

依托本地优势 高起点谋划到位

破解要素瓶颈 大力度扶持到位

选准脱贫路子 多模式带动到位

扛起攻坚责任 强措施推进到位

收获的喜悦。9

铭普电子生产车间。9

河南鲜菇坊生物公司车间一景。9

马谷田镇万亩梨园。9

赛牛大会。9

恒都食品肉牛分割生产线。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