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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紧紧牵住产业扶贫“牛鼻子”带动增收富民
□□ 阮蓓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近
年来，广西南宁市因地制宜，把产业扶贫作
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紧紧围绕“大力培
育扶贫产业，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目标，精
心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致富
带头人，推进产业扶贫可持续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稳定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

截至目前，全市县级“5+2”特色产业
贫困户覆盖率平均达到 94.37%；全市 421
个贫困村均覆盖有一个以上新型经营主体
或产业基地（园），覆盖达 100%，示范带动
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增收脱贫。今年5月
初，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马山
县、上林县、隆安县等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全部实现提前

“摘帽”，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乡村振
兴美好画卷正在当地铺展开来。

特色引路 一村一品扶贫产
业全覆盖

产业扶贫，规划先行。近年来，南宁市
年初就制定年度产业扶贫工作要点，同时召
开全市产业扶贫工作会议进行部署，明确全
年产业扶贫工作、重点工作，落实工作责
任。去年印发了《南宁市农业产业扶贫
2019—2020年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到2020
年，实现产业扶贫对贫困户全覆盖，有条件
的贫困村都建有“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基地。

利好政策下，隆安县立足特色，专注优势
产业，推动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和农业生产方
式转变，小小火龙果“结”出扶贫大产业。隆
安县农业局副局长农有鹏介绍，自2014年创
建那之乡火龙果产业示范区至今，已经带动
全县建起41个火龙果基地，引领全县产业走
向规模化、现代化、标准化发展之路。据统
计，截至目前全县火龙果种植面积达6.2万
亩，年产量15万吨，年产值5亿元以上。

南宁市加大了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
指导各县区制定“5+2”特色产业发展计
划，实施产业“以奖代补”政策，对发展特色
产业并符合相关标准的贫困户给予产业奖
补。今年截至 8月 20日，产业以奖代补资
金惠及贫困户11.5万户。

同时推进了一批产业扶贫项目建设。
全市扶持建成 428个贫困村特色产业扶贫
示范园，重点扶持桑蚕、晚熟柑橘、香樟、家

禽、草食动物等五大产业和贫困村“3+1”特
色产业，实现扶贫示范园所有贫困村全覆
盖；2020年南宁市农业农村局从市本级财
政投资乡村振兴农业全产业链提升项目资
金中重点向贫困县区和贫困村倾斜，年内计
划实施不少于40个全产业链提升项目。特
色种养加基地俨然成为各地贫困村民脱贫
致富的“聚宝盆”。“以前种地看天吃饭，现在
基地当产业工人，每月稳定收入4000多元，
还能照顾家里，加上土地流转和村集体经济
分红，比外出打工强多了。”丁当镇保安村村
民、那之乡火龙果产业示范区金福基地分拣
车间班长卢桂荣乐呵呵地说。

精准施策 产销对接增收富
民有实效

8月，正值采收季的马山县古零镇羊山
村“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一片忙碌。按照
平均亩产600公斤、市场均价30元每公斤算，
预计可为乔老村、羊山村两村村集体经济增
收18万元以上。全市借助智慧农业新技术，
在当地实施新型葡萄标准化种植产业扶贫项
目，建设葡萄标准化生产服务平台，从产前、
产中、产后为基地提供土壤改良、种植指导、
技术培训以及销售对接服务，带动农户开展
葡萄智能化、标准化生产与品牌化经营，帮助
参与项目实施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下一步，将积极为葡萄基地搭建产销
平台，对接各大商超、农贸市场，充分利用
电商平台、聚善空间等线上线下渠道，扩大
销路，产生更大效益，实现稳定增收。”基地
负责人介绍。

种下“阳光”葡萄，结出致富“硕果”，马山
不是唯一成功范例。南宁市紧紧牵住产业扶
贫“牛鼻子”，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打出一套特
色产业从产到销的“组合拳”：印发《关于做好
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的通知》，引导
号召系统商会、企业、非公经济人和社会力量
通过购买、代销滞销扶贫农产品等形式助力
消费扶贫，举办2020年南宁沃柑节等各大活
动，充分发挥粤桂扶贫协作平台的作用，直播
带货……据不完全统计，仅上半年全市共开
展县长直播带货8场，销售农产品超100万
单，销售额达800万元；通过线下线上销售方
式解决扶贫产品“难卖”问题，三个贫困县销
售农畜产品8300余万元。

“从去年到现在，全市组织各类企业围
绕粮油、果蔬、茶叶及干杂等多种农副产品

开展了签约，采购总金额已达 3.45亿元。”
在6月举办的助力脱贫攻坚大型公益直播
活动南宁专场上，副市长伍娟直播推介了
南宁扶贫农产品及特色网销爆品。她指
出，相关部门主动作为，与广东大型超市、
酒店、微商以及全国知名电商平台等持续
合作，打造全市农产品品牌。

“以沃柑为例，仅上半年京东自营直接
销售南宁沃柑200万斤，带动京东、京喜平
台生鲜大卖家销售南宁沃柑 300万斤。同

时，依托京东、阿里巴巴、拼多多等电商平
台实现全网热销，活动期间通过电商渠道
销售南宁沃柑3万吨，销售额超1.2亿元。”
南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多措并举 拓宽扶贫渠道激
活力

产业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
招。为引导更多贫困户脱贫，南宁市不断
创新产业扶贫模式，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推

进工业融合、加强扶贫培训等举措，进一步
拓宽扶贫渠道，增添扶贫新动力。

“水里有虾，水面有花，岸上有农家”，
是上林县大丰镇云里村发展“莲海庄园”休
闲农业产业，利用荷花景观带动周边旅游
打造出的立体经济。合作社以商品虾养殖
为中心，套种荷花为辅，综合年产值已突破
300 万元。基地采用“支部+合作社+农
户+村集体”模式，贫困户以贴息贷款资金
入股分红以及参与务工，村集体以资金入

股分红发展集体经济，实现精准扶贫与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相互带动融合。

大力开展旅游扶贫，助推产业发展，南
宁鼓励各县结合实际把月月旅游节的活动
进行产业融合。“去年 5月，在上林县举办
2019上林生态旅游养生节活动，组织辖区
内旅游企业参加 2019乐游广西· 乡村旅游
嘉年华活动，对脱贫攻坚起到极大促进作
用，全县越来越多人吃上‘旅游产业饭’。”
上林县文旅局相关人士认为。

同时，南宁通过工业融合推进产业扶
贫。在 2019 年自治区支持微小企业到贫
困地区发展补助资金中，全市三个贫困县
共获安排切块资金 500万元；全市 2019年
度的技改资金、租赁工业标准厂房财政补
助资金，对全市农业企业4个技改项目和5
个标准厂房租赁项目安排补助资金。此
外，还研究制定就业扶贫车间扶持政策措
施，出台《南宁市工厂式（厂房式）就业扶贫
车间建设、租赁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细则》。

南宁市还通过实施“农户科学储粮”专
项工程，免费为上林、马山、隆安 3个深度
贫困县1.55万户贫困农户每户配置一套农
户科学储粮仓，帮助农户解决储粮难的问
题；组织四家涉农品牌企业参加中华品牌
商标博览会，横县南方茶厂获得 2019年中
华品牌商标博览会金奖；马山县成功申请

“马山黑山羊”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
为全市首个动物类地理标志商标。

拓宽扶贫渠道激发内生活力，南宁市
更将加强扶贫培训，提高发展能力作为有
效防止返贫的重要抓手。“一是结合春季农
业生产和各地种养业结构调整需求，加大
产业扶贫培训和指导力度；二是落实贫困
户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组织指导各县
(区)抓好组建工作。”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全市通过网络平台举办产
业扶贫技术网络班15期，贫困群众和产业
扶贫干部不用出门也可以参加培训，平台
培训视频点击率达到 29490 次；同时积极
组织各县区举办各种产业类型的技术培训
班，提升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能力；建立贫困
户产业发展指导员，深入村屯指导贫困户
发展特色产业；组织科技特派员按照“县级
组队、产业分组、定点到村、统筹调度”方
式，深入贫困村开展产业发展咨询、产业科
技攻关、项目示范推广、实用技术指导及培
训等形式多样的科技服务。

上林县：两培两带两促走出产业发展新路子 良庆区：资产收益“三化”促脱贫 隆安县：小火龙果“结”出扶贫大产业

近年来，上林县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
粤桂两省(区)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
工程为契机，大力实施“两培两带两促”六
大行动，即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扶贫
产业；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带动贫困村提
升发展；促进本土人才回引创业，促进农村
基层党建，走出了一条具有上林特色的依
托致富带头人推动全县扶贫产业发展、带
贫减贫新路子。

巧借粤桂基地协作平台，选好培育好创
业致富带头人。上林县把“选准能人、培育
好人、服务到人、带动穷人”放在首位。坚持

“选、培、管、服”并重，选好选准致富带头人，
以国务院扶贫办粤桂两省（区）贫困村创业
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广东九江河清培训
基地为依托，配套建设本县实训基地，加强
对致富带头人的培训、管理、创业孵化等服
务工作。严格标准优选能人。严把人选质
量关，重点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种养
大户、村“两委”干部、农村党员、退伍军人、
大中专毕业生等中择优作为培育对象。严
把遴选认定关，选好选准致富带头人。紧扣
产业培育能人。搭建粤桂协作培训和产业
合作平台，依托广东九江河清培训基地，在
上林县建立“1+N”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抢抓粤桂产业合作发展机遇，培育发
展壮大特色扶贫产业。由广东九江河清培
训基地牵头，成立广西澳益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公司，，在上林县发展高值渔产业在上林县发展高值渔产业。。目前已目前已
建成建成 22个养殖基地个养殖基地，，孵化带动孵化带动 2626个合作社个合作社
发展高值渔养殖项目发展高值渔养殖项目，，带动全县发展虾稻带动全县发展虾稻、、

鱼稻、渔菜共生水产养殖 8599 亩，通过产
业奖补资金入股和土地流转收等方式带动
脱贫 420户贫困户。制定“5+X”的产业发
展规划，即全县主导发展高值渔、山水牛、
生态鸡、乡村旅游、光伏发电 5 大扶贫产
业。全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构建

“四扶一共享促五变”（扶建房、扶就业、扶
创业、扶养老、共享收益，家园变公园、村民
变股民、民房变客房、上山变上班、忧老变
养老）旅游扶贫模式。目前，全县扶贫产业
格局基本成型，主导产业地位逐步确立，群
众自选产业多点开花，扶贫产业规模和覆
盖面逐步扩大。

强化粤桂党建引领，增强致富带头人
扶贫产业党员示范作用。推进“以企带村、
村企互哺、共建共促”发展模式，引进广东
14 家企业和深度贫困村开展粤桂支部联
建，由创业致富带头人创办的公司、合作社
与村党组织开展“结对联姻”，进一步提升
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将发展党员
指标向致富带头人倾斜，优先把致富带头
人中的优秀分子培养成党员；通过产业带
动、政策扶持，把具备条件的党员或村干部
培养成致富带头人；及时将表现好、能力
强、素质较高的党员致富带头人吸纳为村

“两委”干部队伍，择优把懂经营、善管理、致
富带富能力较强的发展为村党组织带头
人。出台《上林县实施“本土人才回引计划”
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实施促进本土人才回引创业提实施促进本土人才回引创业提
升行动升行动，，在财政在财政、、用地用地、、税费等方面予以扶税费等方面予以扶
持持，，激励本土人才回引激励本土人才回引、、扎根农村创业扎根农村创业。。

良庆区聚焦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带
动、运行、收益、监管等方面进行有益探
索，创新建立财政支农项目资产收益扶贫

“三化”模式，即扶贫资金股份化、扶贫产
业项目化、扶贫项目规范化，通过“产业扶
贫+项目运营+抱团发展”带动辖区 62个
村集体（贫困村 10个）、农户 12万多人（贫
困人口 8036人）实现稳定增收，人均年增
收2600元以上。

扶贫资金股份化。盘整各类财政扶
贫资金，采取“拨改投”“拨改股”等方式注
入村集体，开展双向股权化改造，构建“以
股运作、按股取利”的资产收益扶贫模
式。具体做法：第一步先在村集体内部实
施财政注资由“共同共有”变“按份共有”
的股份化改造，按照 3∶7的股比设置集体
股和成员股（扶贫股），其中成员股（扶贫
股）采取配股的方式，“一户一股”确权到
户，由农户（贫困户）按份共有、按股分
红。第二步再由村集体利用财政注资，对
接经营主体开展股份合作，通过经营主体
的发展带动集体的发展。2018 年以来累
计统筹整合财政扶贫资金 9600多万元变
为集体股金，盘整26个农业设施项目实施
资产折股量化变成集体股权，带动56个村
集体参与经营主体合股联营，2018 年、
2019年两年实现集体创收420多万元。扶
持 1860多户贫困户通过配股分红方式变
股东股东，，引导引导 180180 多户贫困户通过多户贫困户通过““带资入带资入
股股””方式变股东方式变股东，，每年获得股权红利将近每年获得股权红利将近
6060 万元万元；；拉动拉动 13001300 多户农户通过土地租多户农户通过土地租

金、入园务工、集体分红等方式，每年实现
增收2820多万元。

扶贫产业项目化。推行“村集体+经营
主体+农户（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和“项目
带动+合作联营”的经营方式，引导村集体
以资金找项目、以项目促产业，与经营主体
合股联营经济实体项目，建立形成经营主
体、村集体和农户（贫困户）“三位一体、三
方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目前，全城区建
有农光互补光伏发电、益生菌鲜酿果酒、禽
畜养殖、果蔬生产等资产收益产业扶贫项
目78个，惠及村集体62个（覆盖10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受益贫困人口7908人。

扶贫项目规范化。扶贫项目纳入村
级重大事务决策“四议两公开”，严把项
目审定关、申报关，择优选定产业扶贫项
目和市场经营主体，确保资金投向科学、
精准、合理、可控。严格实行公示公告
制、项目合同制、竣工验收制，保障专款
专用和项目规范实施。强化项目后续管
护，协调解决经营管理出现的困难和问
题，保证项目收益达到并超过预期，实现
村集体、农户（贫困户）收入稳定持续。

良庆区资产收益“三化”模式以财政
资金为纽带、以经营主体为依托、以实体
项目为载体、以规范管理为保障，提升了
资金使用效益，密切了农户（贫困户）与
产业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拓宽了村集
体收入来源入来源，，保障了扶贫产业收益更趋保障了扶贫产业收益更趋
稳定持续稳定持续，，走出了一条可复制走出了一条可复制、、接地气接地气、、
有实效的产业扶贫之路有实效的产业扶贫之路。。

近年来，隆安县专注产业扶贫，以火龙
果产业作为扶贫优势产业为抓手，大力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特色农业
基地建设和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扶持引导
龙头企业联盟闯市场，隆安火龙果品牌日
益红火。据统计，截至目前，隆安县火龙果
种植面积达6.2万亩，年产量15万吨，年产
值5亿元以上。

扶持给力，夯实产业基础。隆安县自
2014年起创建那之乡火龙果产业示范区，
引领产业向规模化、现代化、标准化发展。
为夯实产业基础，隆安县对火龙果产业发
展建设用地优先调配，企业进驻前做好“三
通一平”。2017 年至今，财政累计投入
1500 万元用于火龙果产业公共基础设施
配套、新品种开发等相关工作。经过几年
的发展，那之乡火龙果产业示范区已经带
动全县建起41个火龙果基地，仅邻近的那
桐镇就有 7家种植基地，连片种植同品种
红心火龙果超过1000亩。2017年，南宁市
评选的十大火龙果标准基地，其中一半出
自隆安。

企业联盟，抱团打响隆安火龙果品
牌。自 2013 年从台湾引进金都 1 号、红
宝龙等火龙果品种种植，经过近 6 年的
规模化发展，隆安火龙果种植得到较快
发展，良种覆盖率达 100%，全部采用“金
都一号”“软枝大红”、哥伦比亚麒麟果、
极品燕窝果窝果等高品质等高品质、、耐储运自花授粉耐储运自花授粉
新品种新品种。。

在发展过程中在发展过程中，，各生产基地采取生各生产基地采取生

态态农业发展模式，走生态果园的建设路
子。2018 年，隆安县成功申报创建第二
批广西农产品优势区，同年 8 月，“隆安
火龙果”入围首批广西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目录。2019 年，隆安县成功申报创
建广西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区、优势
区和产业园的建设，带动全县火龙果产
业高速、高质量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如金
纳纳、伊蜜、特囍、龙穗、智诚等 8 个具有
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火龙果品牌，其中“金
纳纳”为中国果品百强品牌，“伊蜜”系列
已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获得商标注册
证明书，并通过 ISO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

生产组织得到不断优化，龙头企业开
始成型。截至目前，全县发展火龙果产业
的规模企业已达15家，其中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家，自治区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家，自治区级农业龙
头企业 6家，南宁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6家，并带动82家合作社和35家家
庭农场。大部分火龙果种植企业加入了南
宁火龙果协会，组团迈向更大的市场。

产业扶贫，“造血”增收富民。火龙果
采摘、护理等需要大量人工，为当地群众
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隆安县充分利
用火龙果产业的集聚效应，大力推广“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吸引并带动群众
积极参与火龙果的生产流程积极参与火龙果的生产流程，，建立起土地建立起土地
流转流转、、基地务工基地务工、、劳务承包劳务承包、、入股分红等扶入股分红等扶
贫带富模式贫带富模式。。

隆安县广西金福农业有限公司火龙果生产基地隆安县广西金福农业有限公司火龙果生产基地。。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市农业农村局供图供图

武鸣沃柑加工包装车间武鸣沃柑加工包装车间。。南宁市农业农村局供图南宁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青秀区刘圩镇田野牧歌肉牛产业示范区青秀区刘圩镇田野牧歌肉牛产业示范区。。黄兰芳黄兰芳 摄摄

邕宁区新江镇新乐村吴茱萸种植扶贫示范园邕宁区新江镇新乐村吴茱萸种植扶贫示范园，，农民正在采收吴茱萸农民正在采收吴茱萸。。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市农业农村局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