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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生态绿色发展 

强势推进富民增收 

徐华明 

江苏省阜宁县县长 

江苏省阜宁县 2016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25543 元、15439 元,虽然增幅较快,但绝对值低于盐城

市、江苏省平均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阜宁县将从实际出发,自加压力,聚焦富民新实践,打好“加减乘

除”组合拳,坚持绿色生态发展,补齐全面小康短板。 

一、拓宽富民增收主渠道 

一是突出就业创业并举。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聚焦富民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若干意见》,结合实际,出台

了聚焦富民促进创业就业政策意见。深入实施“三个一万”工程,即全年实现返乡创业就业、陪读家长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各一

万人。培育创业主体,充分激发大学毕业生、企业骨干、新型农民、专业技术人员等重点群体创业潜能,扶持留守妇女发展家庭

副业,全面掀起人人创业热潮。打造创业平台,加快镇级全民创业园、现代农业园等园区建设,建立租赁厂房项目信息共享平台,

着力招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提高就业本领,开展免费技能培训,扩大培训范围,让更多群众拥

有一技之长,成为能工巧匠。二是重抓产业经济发展。坚定不移走产业带动富民之路,实现产业层次和居民收入“双提升”。重

点实施“双六”工程,即光电光伏、风电装备、环保滤料、新材料、泵阀、食品加工六大产业联盟引领和六大工业项目突破,不

断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和富民支撑,制定产业发展三年规划,做大高新技术产业、高增加值产业和品牌经济规模。强化产业招商,深

入推进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招商,不断提升招商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培育壮大现有企业,通过技改扩能、技术创新、合作重

组等手段,全面有序提高产业发展水平。精心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减轻企业负担,破解发展难题。在鼓足“企业口袋”的同时,

带动更多人员就业,鼓足“居民口袋”。三是坚持生态绿色发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富民路径,深化“263”专项

行动,保障人居环境安全,加快“绿色阜宁”建设,扮靓美丽宜居家园。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优品种结构,优化区域

布局,重点打造“一园五带三特色”,每个镇区建成一个农业园区,打造 5条沿国省道农业示范带,提升建成高效农业特色镇 4个、

特色园区 15 个、特色村 50 个。推进稻米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实施万亩连片有机稻米基地,打造“阜宁大米”品牌。

推进黄河故道片区开发,打造林果小镇,把林果产业打造成该区域富民强村的主导产业,把片区培育成大花园、大果园、大公园。 

二、激发富民增收新活力 

一是深化改革创新。深入实施农村综合改革、行政审批改革,全面释放潜能,拓宽富民思路,放大富民效应。推进农村土地“三

权分置”,年内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抓好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试点,引导农民承包地有序流转,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村集体和其他组织经营为补充的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经营性资产量化到人、固化到户,保障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和收益权

利。二是推进精准脱贫。实施“阳光扶贫”工程,强化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因户制宜,精准施策,通过产业带动、就业创业、教

育助力、健康援助、金融助推、保障兜底、党员干部结对帮扶等措施,确保年内实现 2.9万贫困人口、11个省定经济薄弱村脱贫

目标。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加快复制资源开发、资产经营、资金运作、为农服务、区位特色、扶贫开发、招商造血、能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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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管理增效、人脉经济等“十条路径”,积极探索村集体领办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集体农场等,让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股

权、让固定租金变按股分红,在增加集体经营收入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三是强化政策引领。健全完善富民政策,切实加大

财税优惠、金融支持力度,让更多创业群体和带民就业主体享受政策。整合、优化农业农村政策,处理好大户增收与全民增收、

全县增收与区域增收、农民增收与集体增收、传统增收与新型增收等关系。惠农项目和资金在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兼

顾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普通农民利益,对各级财政投入资金形成的有形资产量化、折股到村、到户,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助农增收效

能。 

三、培育富民增收新动能 

一是大力发展新型业态。突出电子商务发展,培植电子商务示范户、示范村,让特色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及时、卖出好价钱。

积极发展“互联网+”“旅游+”“生态+”“文化+”“养老+”等新模式新业态,精心打造田园综合体,推进农旅融合、挖掘红色

资源、做足生态文章,提升增收的活力和空间。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加强与农民的利益联接,让农民获得二次分配、甚至多次分配收益。二是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落实惠民举措,减轻百

姓负担,减少百姓烦扰,采取“多予”“少取”“不取”,切实减轻群众创业、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婚丧等方面的支出。切

实减轻农民负担,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严格执行“村民议、村内用”的规定,免除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筹资筹劳负担,不得向

群众收取政策外的一分钱,坚决取消所有项目的村级配套。三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按照省基层基本

公共服务功能配置标准,逐一明确服务类别、服务项目、功能配置和配置主体,为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

公共服务项目。围绕“资源跟着需求走、服务跟着居民走”的要求,加大广大农村特别是扶贫片区的投入力度,优化公共服务设

施布局,切实把与富民相关的出行、就业、饮水、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好,不断增加城乡居民的“隐形财富”。 

四、丰富富民增收新内涵 

一是实施康居工程。出台农村康居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和危房拆除及安置政策,委托评估公司对每户房屋进行全面评估,全县

计有 D级危房 6517户、C级危房 21048户、B级危房 52239户。在去年全部完成 D级危旧房拆除和安置的基础上,今年继续实施

康居工程第二战役,新建 62 个集中居住点,安置 6934 户,彻底解决农村危房安全隐患,真正实现让农民安居乐居。二是实施“五

位一体”“救急难”全覆盖工程。健全社会救助托底救助体系,突出托底救助的“救急难”功能,形成“救急难”制度合力,切实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对全县所有户籍人口分别投保自然灾害民生保险(自然灾害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和自然灾害家庭财产

综合保险)和困难群众特别重大疾病专项保险,防控广大居民因灾因病致贫返贫,确保每一个困难群众吃得上饭、穿得上衣、住得

上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找得到工作。三是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利用好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金字招牌,

全力推进文体艺术中心、全民健身中心、文化生态公园建设,增强文化服务功能。新建农家文化大院 20 个,推进 60 个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达标建设。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铁军精神,通过送戏下乡、讲好阜宁故事等多种路径,不断丰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提升全民素质。 

五、构建富民增收新机制 

一是破除思想观念障碍。引导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当带头富、带民富的表率,充分激发全体劳动者增收致富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破除“不想富、不会富、不能富”的思想,牢固树立“我要富、要快富、要大富”的理念,大力培育创业精神、创业

文化,全面释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动。二是废除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富民增收项目审批门槛,法律政策没有明确的一

律予以破除,真正做到能简则简、能少则少、能优则优,完善富民增收政策体系,构建富民增收的良好体制机制。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实现开办企业、不动产登记、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可“3550”改革目标,不断擦亮“阜宁帮办”品牌,真正实现“创业

阜宁、一路通行”。三是创优富民增收环境。深入开展“大走访”“三清三实三帮”活动,深入推进“正风肃纪镇村行”专项行

动,着力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查处基层干部不正之风,把激励政策、致富项目、就业岗位送到千家万户,帮助群众找准增收路

径,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帮助群众解决合理诉求,理顺群众情绪,凝聚富民增收的强大合力,在阜宁大地奏响富民增收新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