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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缙云：做好三篇文章  描绘产业扶贫之路
朱婵君|朱欢

发展产业是扶贫攻坚的根本之

策。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抢抓加快发

展机遇，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

作用，推动乡愁产业高质量发展，走

出一条因地制宜、彰显特色的产业富

民之路，决战决胜低收入农户高水平

全面小康攻坚。2020 年上半年，全县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162

元，增长 5.5%， 增速位居全省第 1 ；全

县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6564

元，增长 15.3%，增速位居第 7。

聚焦“谁来扶”，做好“运筹帷幄”

文章

坚持“花小钱办大事创特色”，充

分运用有限财力服务改善民生，全面

落实“三个明显高于”的农业投入政

策，建立起财政支农稳定增长机制，

大力支持乡愁富民产业发展。

一是统筹谋划扶持政策。制定出

台《缙云县乡愁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

试验区建设规划》《缙云县提升发展乡

愁产业加快富民增收的意见》等一揽

子政策，县财政安排富民增收专项资

金从 2014 年的 8100 万元提升至目前

1.2 亿元，带给农民“真金白银”的实

惠，为低收入农户“雪中送炭”。

二是统筹安排扶持资金。2017 年

以来，全县累计统筹安排省级以上试

点 类、扶 持 类 涉 农 项 目 38 个 9.13 亿

元，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色

提供强劲保障。2017—2019 年，每年

至少统筹省级“两山（一类）”建设财

政专项激励资金的 50%（不少于 7500

万元）用于扶贫工作，重点补齐低收

入农户增收致富、基本公共服务有效

供给两大民生短板，为扶贫攻坚打下

坚实基础。

聚焦“扶持谁”，做好“乡愁富民”

文章

（一）扶持发展舌尖上的乡愁富民

产业。围绕“两黄、两白、一灰、一红、

一黑”五彩农业发展（“两黄”为烧饼

和黄茶，“两白”为茭白和爽面，“一

灰”为麻鸭，“一红”为杨梅，“一黑”

为梅干菜），做优扶持政策，做实职业

培训，做强产业品牌，加快把特色美

食发展成特色富民产业。

一是政策扶持重精准。着眼“管

得好”，探索建立“业长制”，在县农业

农村局设立“烧饼办”“爽面办”等特

色产业办公室，实行“一办管一业”，

办公室履行对应产业的审批、培训、

补助等相关职能，负责产业发展重大

事项的组织协调。着眼“扶得准”，对

黄茶、杨梅等 15 个特色产业和项目实

行精准扶持。

二是职业培训重精细。坚持“群

众点菜、政府买单”，在电大缙云分

校、县职业中专设立特色农业培训点，

根据学员需求安排培训课程，聘请行

业师傅开展技能培训和训后服务。比

如，培训点不仅教授缙云烧饼制作，

开展烤制技能考核，还教学服务礼仪、

卫生规范、营销策划等课程，努力让

学员既能做“烧饼师傅”又能当“烧饼

老板”，目前已培训烧饼学员 10653 人

（其中低收入农户约 2000 人），带动从

业人员 4 万多人（其中低收入农户约

3000 人），2014—2019 年缙云烧饼产

业年产值从 4 亿元攀升至 22 亿元，年

均增长约 40%。

三是品牌培育重精致。创立“有

缙道”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统一商标

注册、统一门店标准、统一制作工艺、

统一原料标准、统一经营标准、统一

培训内容，通过品牌的规范化、标准

化、品质化，把“民间口碑”转化为“品

牌价值”。比如，缙云麻鸭通过品牌

溢价和产品包装，市场售价从 60 元 /

只提高到了 128 元 / 只。

（二）扶持发展山居上的乡愁富民

产业。围绕促进生态资产增值和生态

经济发展，建立健全全域旅游、民宿

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的动

力机制，进一步打开“两山”转化通道。

一是建立健全全域旅游推进机

制。按照“旅游全域化、全域景区化、

景区生态化”的理念，以国家级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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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示范县和省文旅产业融合试验区

建设为抓手，统一规划，差异化推进，

努力实现 5A 景区“高耸入云”，4A、

3A 景区“群峰叠嶂”，风情小镇、乡村

旅游“百花齐放”，绿道、驴道、古道

“串珠成链”。

二是建立健全民宿发展激励机

制。整合古村落保护与利用、历史文

化名村创建、农房改造等项目资金，

每年安排民宿发展专项扶持资金 2500

万元，鼓励引导工商资本投资民宿。

建立与土地流转年限相匹配的点状

供地和使用年限弹性供地机制，每年

安排一定的土地出让指标，保障民宿

项目用地供给。建立民宿项目准入评

估制度，对符合准入标准的，由县文

广旅体局牵头成立项目服务专班，为

业主提供项目审批、竣工验收、宣传

推介等“一条龙”服务。2019 年，全县

422 家民宿共接待游客 52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6% ；实现营业收入 9 亿元，

同比增长 21%。

三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基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核算，创新开展生态产品采购、生态

金融服务等工作，打通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最后一公里”，努力让好生态

卖出“大价钱”。比如投资 1.7 亿元的

大平山光伏发电“农光互补”项目，合

同条款约束投资方国家电投集团向大

洋镇生态强村集体经济有限公司购买

总额 279.05 万元的生态产品，成为丽

水市首个基于 GEP 核算的生态产品市

场化交易案例。

（三）扶持发展云端上的乡愁富民

产业。围绕农村电商助推乡村振兴、

扶贫增收，织密“电商园 + 淘宝村 + 村

民网店”的网络体系，织牢“电商 + 产

业 + 农户”的联结纽带，推进电商与

农村有机融合，让更多农民群众搭上

电商“数字快车”。目前，缙云县共有

4 个电商园和 11 个淘宝村，活跃网店

2260 家，从业人员 1.6 万人。

一是“一中心一平台一基金”提

供集成服务。建立县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为电商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品

牌推广、培训、咨询等服务。建立跨境

电商园综合服务平台，为入园企业提

供一站式审批、大数据通关、报税退

税、公共检测、智能物流、电商孵化

等服务。与银行机构合作设立电商产

业信贷扶持基金，授信信贷规模达 1.5

亿元，给予电商创业者利率优惠、信

贷贴息等支持。

二是“电商园 + 特色产业”促进联

动发展。根据当地产业集聚发展的特

点，建立以家居和户外用品为主的壶

镇电商集聚区、以文具和服饰为主的

新建电商集聚区、以食品和妇幼用品

为主的五东电商园，引导电商企业入

园，推动电商园建设与当地特色产业

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比如，新建

电商集聚区依托新建镇 20 家文具企

业和 5 家服饰企业，通过电商串联产

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环节，实行网上

接单、企业生产、定向销售，推动文

具、服饰产业创新发展。

三是“电商 + 来料加工”联结农

户利益。加强农村电商与村民来料加

工的联系对接，通过产业链条互补、

产销环节互联、利益分成互赢，线上

为优质加工品拓宽销售渠道，线下为

5000 余名低收入农户提供电商来料加

工就业机会。比如，壶镇镇北山村探

索实践“企业做品牌 + 村民做加工 +

网店做分销”模式，北山狼户外用品

有限公司带动了村内 20 余家加工厂

和 100 余家网店的发展，上半年销售

额 0.61 亿元。

聚焦“怎么扶”，做好“改革赋能”

文章

（一）数字赋能扶贫攻坚。积极推

进扶贫领域数字化改革，探索开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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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浙农码扶贫版“小康码”，打造低收

入农户“幸福清单”，实现全县 10527

户 15550 名低收入农户的帮扶需求、

脱贫路径实现“一个系统、一张清单、

一键预警、一码通办、一帮到底”。预

计低收入农户经办事项表单平均数

据共享率达 98% 以上，1 年办事“少

跑腿”3 万多次，节约办理时间 30 万

小时以上，帮扶快速率可达到 3 小时

以内。

（二）试点赋能扶贫攻坚。引入

现代市场机制，实施“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基金化运作，实现社会资金

折股量化助推农业农村发展。富阳缙

云“消薄飞地”项目是省综合扶贫试

点项目，概算总投资 17818 万元，全

县 50 个 重 点 帮 扶 村 每 村 入 股 60 万

元。项目建设期第 1 年至运营期第 10

年，项目总收益 5124 万元，其中 75%

量化给 50 个重点帮扶村、25% 量化

给低收入农户。作为省第二批“光伏

小康工程”试点县，采取“政府出资

49%+ 企业投资 51%”的方式筹措资

金 2.5 亿元，建设县级统筹的大型光

伏地面电站和公建屋顶电站，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率先在丽水市实现并网

发电，累计产生经济效益 5100 多万

元，缙云县“光伏 +”等丽水市探索生

态产品价值典型经验做法得到国务

院表扬通报。

（三）金融赋能扶贫攻坚。围绕

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开展“深化农

村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行动”，依

托乡愁富民产业贷授信额度 20 亿元，

推出红色、绿色、古色“三色”授信贷、

供应链融资贷、生态经济信贷等系列

服务。如针对红色信贷基地，合计授

信 1.75 亿 元、用 信 8700 万 元。2019

年末，全县生态经济信贷余额 68 亿

元，同比增长 17%。加快村级担保互

助体系建设，2014 年以来，专门针对

低收入农户实施“零门槛”产业扶持

项 目 7900 多 个、共 计 1300 多 万 元。

全县 208 个村授信 57.2 亿元，受益农

户 5.5 万人，金额 29.4 亿元。2019 年，

全县涉农贷款余额 209.2 亿元，其中

农 村 贷 款 余 额 87.9 亿 元、同 比 增 长

20.1%。

（四）创新赋能扶贫攻坚。坚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原则，依托

各类种养殖特色产业发展推进“造血

式”扶贫，设置风险小、操作性强、有

针对性的短、平、快产业项目清单，

大力鼓励低收入农户因户制宜发展农

业产业，形成政府“备菜”，创新推行

低收入农户自助“点菜”的“菜单式”

产业扶贫模式。2020 年上半年，全县

共扶持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 1618

个，落实补助资金 177.3 万元。

一 是 量 身 定 制 政 策。由 县 扶 贫

办、县财政局联合发文低收入农户“菜

单式”产业扶持项目补助政策，明确

对茶类、养殖类等 10 大种类近 70 个

产业项目的补助标准和内容。

二是快捷便民服务。针对低收入

农户文化水平不高、年龄偏大等情况，

将申报流程简化为低收入农户仅需填

报一张基础申报表就可，结合“一户

一策一干部”结对帮扶，可实现低收

入农户“零跑腿”。同时项目实行动态

申报，补助资金最快可在一个半月内

通过“一卡通”拨付到户。

三是激发内生动力。与乡愁富民

产业提升政策重点发展规模化、产业

化不同，低收入农户“菜单式”产业扶

持项目的补助标准较低，如茶类、药

材类、粮食类等产业项目种植面积 0.5

亩以上就可获补助，同时对生产加工

设备类和来料加工、经营类以及基础

配套设施进行扶持，有效带动了低收

入农户通过发展产业实现增收。

（作者单位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

财政局）

责任编辑  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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