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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产业富矿激活富民源泉

张彤（江苏省淮安市委副书记）

今年以来，江苏省淮安市认真贯彻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神，坚持把产业富民作为推进“两聚一高”、

实现“两大目标”的重要抓手，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到实处。淮安市严格按照省纪委“5+2”推进机制

和省农委“四挂钩两清单”工作机制要求，进一步明确产业脱贫产业富民的重点抓手、具体举措，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努力提升扶贫工作实效。

一、突出规划引领，确保产业富民目标务实

一方面，围绕“生态文旅水城”这一发展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统筹优质稻米、高效园艺、

规模畜禽、特色水产和休闲农业“4+1”现代农业主导产业发展，加强规划编制，梳理出三个重点帮扶县区

特色产业中需要扶持的高价值、高颜值“高值”农业项目。另一方面,要求三个重点帮扶县区安排 640 万元

专项经费，按照每个村 5万元标准重点做好 128 个省市定经济薄弱村和古淮河沿线、涟淮结合部两个特色

产业示范带的规划编制，加强与省农业科技专家指导团的对接联系，努力以规划塑造功能、功能吸引项目、

项目培育产业、产业带动富民。

二、突出项目支撑，确保产业富民抓手扎实

加强项目对接。积极策应省农委“四挂钩两清单”，就农业特色小镇建设、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推

广基地建设、县区与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南北挂钩、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兴建以及本

地农业龙头企业壮大等方面,落实责任主体，明晰对接机制，加快项目推进。做实项目对接基础工作,对 128

个省市定经济薄弱村上报的自排项目进行梳理分析，围绕土地指标和政策、设备和基础设施、人才和技术、

资金等四个方面，列出具体需求清单，围绕特色种植养殖业、设施农业、加工业、休闲观光与乡村旅游业、

光伏业、综合农业等六大类别，排出具体项目清单,在此基础上组织省市专家团队、涉农部门进行论证筛选、

把关甄别，排出一批可行性强、带动效果好的重点需求和项目，寻求省农委等部门的支持。加快推进市政

府与省农垦集团的战略合作，围绕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新成果推广、土地流转、企业落户、基地建

设、品牌共建、农技培训等方面，排出具体对接项目。加强项目培育。运用淮安农村综合改革成果，推广

“政府+企业+农户”“企业+基地+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园区+企业+农户”和整村推进等可复

制、接地气的扶贫方式。大力发展与农民增收关联度高、有产业基础、引进后能带动形成或提升产业的富

民项目、龙头项目，积极培育门槛低、离家近、群众好参与的“三来一加”型创业就业项目，不断增加低

收入户的地租收入、务工收入、股份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全市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进行梳理，按照成

熟型、成长型分类，年度绘制发布《淮安市现代农业项目分布图》，对成熟型企业重抓提档升级、成长型

企业重抓提质扩量，动态加强项目的培育梳理，以项目助推产业发展，促进富民增收。同时，进一步优化

完善“阳光扶贫”监管系统，确保扶贫资金用得好、用得准，扶贫项目落得实、建得快。

三、突出综合施策，确保产业富民结果真实

通过产业扶贫真正拔掉穷根，既要用好市场之手，促进龙头企业培育、区域农产品品牌打造、特色产

业发展;还要用好政府之手，提高产业富民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市场拉动、政府推动。强化政策聚焦。市县

出台关于推进农业产业富民的实施办法，市财政每年追加安排不低于 1000 万元扶贫专项资金，并统筹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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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发展、农业生产发展、水利发展、林业发展、农村社会发展、扶贫开发等 6类别资金，切块整合使用，

实现“多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激发内生动力。由市纪委牵头建立针对 3个重点帮扶县区的“3+2”

监督推进机制，严肃执纪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坚持抓党建带产业、促扶贫，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抓好力量集成。市县成立特色产业精准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委，具体负责项目策划

编制、管理实施和统筹推进，要求市农委和三个重点帮扶县区主动加强与省农委等部门定期汇报沟通，形

成上下衔接、动态协调、推进有力的工作机制。建立完善市领导、市农委班子成员挂钩联系县区，市县乡

联动帮扶组、专家指导团联系服务经济薄弱村的工作体系。优选乡科级后备干部、大学生村官和 90 后新入

职公务员担任乡镇扶贫专干、村扶贫书记（主任）。深入推进机关干部“三进三帮”大走访、人大代表“千

百万扶贫济困”大行动，着力构建多方联动、整体推进的产业脱贫产业富民工作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