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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扶贫产
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
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
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
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十三五”以
来，民乐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农业基础
优势，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深入实施

“四个百万”工程，大力发展“六个区
域特色产业”，农业生产高质高效、农
民收入稳定增长、脱贫攻坚成果更加
巩固。

在地处民乐县北部滩的民联镇高
寨村，甘肃万物春湖羊发育基地新建
的两座环保圈舍格外显眼，通过先进
的羊床养殖技术，这里新引进的 1000
只湖羊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
这也是民乐县第一家湖羊养殖基地。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湖羊是太湖平原
重要家畜之一，也是我国一级保护地
方畜禽品种，因其母性好、食量少、产
羔多、适合圈养等特点，养殖效益十
分理想。同时，这批湖羊的成功引
进，基地产业链进一步延伸、辐射带
动效应明显增强，实现了“以草养畜、
草畜并进”的发展模式。

甘肃万物春湖羊发育基地养殖场
场长陈鹏国说道：“这个品种和适合
养殖，效益非常可观，下一步我们计
划在技术上带动我们农户，让大家搞
一个湖羊养殖很好的平台。”

甘肃万物春湖羊发育基地职工张
琦说道：“在这里收入很可观，我们老
两口一个月 7000 块，主要是离家近，

还能把家里照顾上。”
发 展 壮 大 乡 村 产

业，要以农业农村资源
为 依 托 ，以 农 民 为 主
体，通过完善利益联结
机制，让农民更多参与
并 分 享 产 业 发 展 收
益。永固镇气候冷凉，
病虫害少，土壤洁净，
是中药材最理想的种
植区域之一。但长期
以来，当地群众仅仅通
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参
与其中，极低的参与度
面临的结果就是村民
们的收益上不去。驻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杨
勇针对这一实际问题，
动员村民以土地入股
的方式，办起了这家让老百姓全程参
与生产经营，有固定分红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

永固镇西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杨勇说道：“通过合作社，发
动老百姓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把党
支部+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
真正落到实处，可以说为农民分享产
业链收益机制的探索，开了头起了
步。”

十三五期间，民乐县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总抓手，大力发展现代丝路寒
旱农业，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不断夯实农业基础设施，巩固提
升脱贫攻坚成果，农业农村发展保持
平稳势头,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效。
大力发展中药材、马铃薯、食用菌、高
原夏菜、优质林果、草畜等特色产业，
建立农产品追溯示范平台 21个，建立
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 19个，新认
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5 个，“三品一
标”农产品生产面积达 57.5 万亩。82
家经营主体共建成农产品冷藏保鲜设
施 189 栋，储藏量达到 18.46 万吨，新
发展戈壁农业 5300亩，新改建标准化
规模养殖场区 100 个，畜禽饲养总量
达到 258 万头只，建成高标准水肥一

体化示范基地 46 个，面积达到 10 万
亩，开工建设高标准农田 16.38 万亩。
加快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全面完成
172 个村改革试点任务，实现成员收
益分红达 10760 万元。大力实施产业
扶贫，支持 46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
展“五小”产业，补助专项资金 66.45万
元。支持华瑞农业等企业创建“扶贫
车间”30家、带动 430名贫困人口增加
工资性收入。扎实开展贫困人口退出
验收及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通过
镇村初验、部门认定、县级验收、市级
抽验，全县剩余未脱贫的 1216户 3784
人全部达标退出。 （新华社）

近日，笔者从贵阳开幕的贵州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上获悉：过去一年里，该省政协聚焦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履职尽责，集中各级政协力量投身全省脱贫攻坚
一线，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中彰显了
作为、作出了贡献。

贵州省政协主席刘晓凯在代表该省政协常委会报告
工作时表示，贵州省政协重点从三个方面助力脱贫攻坚
战打准打赢打好。

一是纵深推进“百千万行动”。贵州省政协组织、引
导、带动各级政协主席挂帮贫困乡镇、委员企业帮扶贫困
村、政协委员结对贫困户，帮助实现脱贫目标。截至 2020
年底，该省各级政协共有 723 名主席、副主席挂帮 697 个
贫困乡镇，2252 家委员企业帮扶 2870 个贫困村，13314 名
政协委员结对 92254户贫困户，累计协调投入帮扶资金 70
亿元，共帮助 21.3 万户贫困户脱贫，帮扶的乡镇、村全部
脱贫出列。

二是坚决抓好挂牌督战。贵州省政协认真贯彻贵州
省委统一部署，坚决扛起挂牌督战榨江县脱贫攻坚工作
的政治责任，聚焦产业发展和就业扶持帮助协调各类资
金 8.3亿元，确保每户贫困户至少有 2个产业覆盖，实现 1
户 1人以上稳定就业。此外，该省政协办公厅还成立督战
工作专班，整合省、州、县三级督战力量既督又战，发动广
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力量参与帮扶，推动榨江县顺利摘帽
出列，榨江县被评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效明显县。

三是扎实做好定点帮扶。据了解，贵州省政协班子
成员多次深入独山、思南、普定、德江、道真、施秉、关岭、
镇宁等帮扶联系县指导脱贫攻坚工作，帮助谋划发展思
路、协调资金项目、解决困难问题，全力助推按时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贵州曾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2012 年有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923万。党的十八大以来，该省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大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
全力打好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
医疗住房“三保障”等“四场硬仗”，贫困地区群众的出行
难、饮水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得到普遍解
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成为全国减
贫人数最多的省。

（经济日报）

每年春季，面对上万亩的春播任务，
青海柴达木农垦集团下属的德令哈农场
就开始犯愁。“雇佣劳动力花费太大，自
己又没有大型农机具，该怎么办？”

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的德令哈农场是青海省“十三五”期间的
贫困农场，近年来，青海省农垦贫困农场
精准脱贫工作全面开展，随着中央第一
笔扶贫资金的到位，农场也迎来了新的
生机。

“我们用这笔钱购买了一批大型农
机具，包括种子清选、分级的加工处理线
和建设配套厂房设施以及收获后的晾晒
场地。”农场总经理李德新说，这些都为
农场的下一步发展注入了活力。

“十三五”时期是青海农垦全面深化
改革、加快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
垦扶贫开发工作的攻坚时期。按照农业
农村部部署要求，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落
实中央财政资金 6420万元，支持青海贫
困农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发展水
平，加强技术培训，开展现场观摩，多渠
道多方位组织贫困农场农产品产销对接
活动，不断增强贫困农场内生动力。
2020年底经省级评估，“十三五”期间的
10家贫困农牧场如期实现脱贫摘帽。

脱贫摘帽并不是终点。省农业农村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还将不断推

动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
接，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职工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殷殷期盼。

破困局——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隆冬时节，海西州都兰县香日德骆
驼场里上百峰骆驼在农场悠然踱步，不
远处，一栋现代化骆驼养殖畜棚拔地而
起。

“像这样的畜棚一共建了 3个，同时
建起了储草棚一个，还配备了检疫室、化
验室、消毒室。这就等于给骆驼建了一
个家，极大降低了新生骆驼的伤亡率。”
骆驼场党委书记、董事长董道伟说，以前
农场里的骆驼在户外养殖，新生骆驼很
容易被野生动物伤害，或陷入泥潭造成
死亡，养殖畜棚建起来以后很大程度上
减少了骆驼的伤亡，新出生骆驼的成活
率达90％以上。

由于历史上生产建设投入不足，很
多贫困农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欠账较
多，加之地处高原，自然条件恶劣，农牧
场整体经营水平不高，生产效益低下，发
展后劲不足。

要脱贫，需先破困局。“十三五”期
间，省农业农村厅陆续落实资金，科学规
划和建设贫困农牧场的农田、交通、水
利、电力、生产等基础设施，改善场区发

展条件，完善末端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方便职工群众生产生活。

建畜棚、修基地、上项目……一笔笔
真金白银陆续投放，一个个基础设施项
目次第开花，不仅解了农场的燃眉之急，
也让老垦区焕发了新活力。

“收入增加了，环境变美了，日子越
过越有奔头。”陈国元是青海柴达木农
垦集团尕海农场的一名职工，几年前他
在农场租赁了 5 栋猪舍，搞养殖，由于
养殖基地设施陈旧，基础落后，一年到
头没有多少收入。2019年，随着扶贫资
金的到位，农场新建了猪舍、饲料库房
以及加工车间，陈国元也迎来了新的发
展时机。

通过项目实施，按照“公司＋养殖基
地＋养殖户”的经营模式，该养殖基地吸
纳了场部职工及家属 8人，年人均工资
增收 3万元，真正实现了农场和职工的

“双赢”。

兴产业——谋求高质量发展

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黄玉农场是
一家种养殖结合的农场，这几年，跟随市
场走向，农场紧紧围绕构建“种植-酿酒
加工—养殖为主”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
打造集养殖、种植加工、城镇供暖为一体
的综合性国有农垦企业的发展模式。

“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从产业发展
中获取红利。”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史福
旗说，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农场养殖产业、
传统工艺酿酒产业以及种植产业、基础
设施等项目的建设，使得农场种、养、加
的现代农牧业循环经济体系有了较大的
提升和巩固。

发展产业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举措，
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
此，省农业农村厅着力发展现代农牧
业、培育主导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推动
贫困农场尽快走上稳定发展的振兴之
路。

寒冬时节的青海湖一片静谧。位
于青海湖以北的青海省三角城种羊场
大门上“全国农垦农机标准化示范农
场”“国家级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

“国家级重点种畜禽场”几个“国字号”
牌匾熠熠生辉。这里是青海省唯一一
家培育毛肉兼用细毛羊的原种场，也是
全省肉用种羊的主要供种场之一。可
以说青海羊产业的发展，取决于这个

“基因库”的发展。
距离羊场不远处，新建的绵羊高效

养殖基地里，绵羊正在畜棚里悠然吃着
草料。“年育肥出栏肉用羊 1万余只，年
增收 100 万元以上。带动贫困农牧工
159 户，户均出栏育肥羊 29 只，每只除

去饲养成本后利润按 500元计算，可使
每户年增加 1.45万元，扶贫效益明显。”
羊场党委书记杨生龙说，养殖场的建成
不仅为全省细毛羊高效养殖产业注入
了活力，同时也将辐射带动周边畜牧业
生产由单一放牧向高效养殖方式转变。

促协同——带动农牧民走上致富路

清洁、脱蜡、烘干、色选、分级、包装
……寒冬腊月，海西州格尔木农垦集团
河东加工厂车间里一条枸杞加工生产
线正在有序运转。

2018年，该农场利用扶贫资金建起
了农场的第一个枸杞加工厂，自项目运
营以来，依托垦区 4万亩优质枸杞种植
加工基地及先进的厂房和加工设备，专
注于优质绿色的红黑枸杞加工与销售。

“没有这条线以前，我们是‘靠天吃
饭’，枸杞鲜果需要人工自然晾晒，这里
风沙大，遇到雨天枸杞就成了‘油果’，
遇到风天就成了‘沙果’，既保证不了质
量，又耗费人力，还卖不上好价钱。”格
尔木农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保世
介绍，这条生产线投入使用后，保障了
农场的枸杞质量，年产干果达 60万斤，
实现产值 120 万元。惠及了周边农牧
民群众，解决了 50余人就业，同时还解
决了周边枸杞种植户雨季露天晾晒难

题。
地处柴达木盆地的海西州是枸杞

种植的天然之地。这里种下的每一颗
枸杞果，不仅映红了一片土地，也带活
了一方经济。

怀头他拉农场是青海省柴达木农
垦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一家子公司，随
着农垦改革的不断深化，农场走过了从

“国营”到“民营”再到如今“国营”的不
凡历程。

“农垦改革让农垦现代农业经营管
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创新完善，农场内生
动力不断增强。”农场党支部书记、董事
长邱锦春说，“脱贫攻坚的开展，则让农
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用扶
贫资金购置了农机具，完成了有机枸杞
生产基地建设，随着项目的落实完成，项
目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显现
出来了。每年 7-10月枸杞采摘季需要
大量用工时，周边的农牧户不用外出务
工就能在本地区实现务工挣钱。”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通过一系列
政策组合拳，贫困农场经济总量持续增
长，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主导产
业发展初具规模，整体经济效益明显提
高，重点扶持的贫困农场总体上实现盈
利，基本建立起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

（农民日报）

摘下“贫困帽”奏响“振兴曲”
——青海农垦推动贫困农场加快转型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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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发展特色富民产业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