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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农业农村局

新农字〔2024〕34号 签发人：王庆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 095号提案的答复

杜锦霞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帮扶产业联农带农机制 促进脱贫群众

持续稳定增收”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树立联农带农导向

始终坚持帮扶产业联农带农的价值导向，把立农为农、联农

带农、利农惠农摆在帮扶产业发展的突出位置，努力将帮扶产业

发展成为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富民产业。印发了《健全完

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实施办法》，明确帮扶产业项目均要建

立联农带农机制，强化联农带农责任、增强经营主体能力、规范

联农带农方式，全面规范和加强了帮扶产业项目联农带农机制。

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产业项目联农带农机制建立和效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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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情况作为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

效评价等重要内容，及时发现问题，确保工作发展正确方向。

二、狠抓产业帮扶工作

因地制宜推动特色种养、绿色食品、特色手工、文化旅游、

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乡村富民产业发展，2023 年度用于产业发展

的衔接资金规模达到 6.83亿元，占比达到 67.4%，实现了产业发

展资金占比的逐年提高，2024 年度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占

比将继续保持在 65%以上。联合人社部门加强脱贫人口和监测对

象技能培训持证力度，促进全市 2.5万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通过

培训获得技能证书。联合科技等部门实施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

兴行动计划，聚焦基层产业需求，强化科技指导服务。发挥乡村

工匠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就业创业

的作用，积极推进乡村工匠培育认定工作，目前全市已培育市级

乡村工匠 16 人、省级乡村工匠名师 1人，被省推荐国家级乡村

工匠名师 1人。

三、大力发展主导产业

将发展乡村特色主导产业作为产业帮扶的主攻方向，指导每

个县（市）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研究确立 2-3个市场竞争

力强、利益联结紧密的乡村特色主导产业，力争 2024 年衔接资

金用于特色主导产业全链条发展的资金占到产业投入资金的

50%以上，初步培育了以延津优质小麦和高油花生、原阳预制菜、

获嘉食用菌和苗木、辉县乡村康养等为代表的一批地域优势明显

的乡村特色主导产业。同时，积极指导乡村融入县级乡村特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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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产业布局，承担特色主导产业链条分工，力争每个乡镇、每个

村都有一个或多个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切实形成布局合理、资

源共享、集群发展的特色主导产业格局。延津县成功创建国家优

质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直接带动帮扶对象 5000余户。辉县市

大力发展精品民宿 300 余间，打造了“山的礼物”“三湖民宿”“百

美村宿”等一批高端知名民宿品牌，直接带动农户 840户。

四、实施三产融合发展

按照“一产往后延、二产连两端、三产走高端”的思路，支持

龙头企业围绕特色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强链，积极引进和培育了雨

轩食品、桂柳集团、隆源集团等龙头骨干企业，实施“龙头企业+

基地+合作社+种养殖户+金融”的产业帮扶模式，打造帮扶产业发

展联合体，有效推动特色主导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形成了龙头企

业带动、村集体经济组织协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接、广大农

户有效参与的联动发展格局。原阳县依托雨轩食品建设肉羊养殖

集群，吸纳周边 1000 余名农户直接务工增收，同时带动农户养

殖肉羊 6万余只，带动收购周边农户花生秧 8000余亩。充分挖

掘农业多种功能，联合文旅部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

休闲康养等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全市共创建全省康养示范村 25

个，对符合衔接资金支持条件的康养旅游项目及时纳入项目库实

施。

五、健全资产管理机制

落实“市级领管、县级统管、乡镇辖管、村级直管”四级管理

责任，以“应确尽确、应登应登”为原则，目前已登记确权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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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29.97亿元。对于确权到乡或县行业部门的产业资产，所有

权可以划归国有，对于确权到村的产业资产，全部纳入农村集体

资产统一管理，真正做到“谁实施谁负责、谁所有谁管理”。分类

推进资产管理，开展“四个一批”行动，对市场前景广、链条较完

备的巩固一批，支持产品研发、品牌打造、融合发展；对资源有

支撑、发展有基础的升级一批，加快补上设施短板，延长产业链

条；对暂时出现经营困难或发展停滞的盘活一批，给予租金减免、

就业奖补、金融信贷等纾困措施；对发展难以为继的调整一批，

依法依规妥善处置遗留问题，立足实际规划发展新产业。加强资

产收益管理，每半年开展一次帮扶产业收益集中盘点，督促资产

收益兑现落实，确保产业资产运营收益不低于同期银行基准利率

获得收益，同时落实村集体产业收益 70%以上用于脱贫群众和监

测对象差异化分配制度，确保有劳动力的帮扶对象按劳取酬，无

劳动力的获得基础保障。

六、推进工作能力提升

坚持开展帮扶产业项目观摩评比，及时总结、宣传和推广产

业帮扶工作经验，促进相互交流借鉴，着力提高县、乡、村分类

发展帮扶产业的整体水平。严把帮扶产业项目入库实施关，全面

核查项目效益、利益联结、组织保障、后续运营等要素，加强实

施方案对项目的指导性和约束性，确保每个产业项目至少有 2个

以上联农带农方式发挥作用。加强产业帮扶政策宣传，广泛挖掘

乡村特色资源，积极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帮扶产业发展，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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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长短效益，优先扶持联农带农综合效益好的产业项目，有效

实现帮扶产业发展和联农带农效益的“双丰收”。

下一步，我们将以构建“联得紧、带得稳、收益久”的长效机

制为目标，进一步压实带动责任、提升带动能力、强化带动效益，

积极构建关系更加稳定、联结更加紧密、权责更加明晰的联农带

农机制，让广大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分享增值收益、持续稳定增

收，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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