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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政策、抓带动
“四带一自”助力脱贫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近年来，市农业农
村局扎实做好“四带一自”产业扶贫工程，即园区带动、龙
头企业带动、农民合作社带动、能人大户（家庭农场）带动、
贫困户自主调整种养结构发展产业，促进贫困户增收，加
快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今年计划在贫困村建设123个特色产业扶贫园区；支
持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能人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贫，带动贫困户11741户；引导和支持22825
户具备条件的贫困户开展自种自养，发展特色产业。截至
10 月底，共建设特色产业扶贫园区 154 个；全市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村123个、带动贫困户16131户；引导和
支持具备条件开展自种自养贫困户户数30676户。

着力精准谋划，强化政策引领支持。产业政策方面，
进一步明确了产业发展导向，重点支持稻虾共作、道地药
材、绿色杂粮、健康畜禽水产等；明确了资金扶持标准，适
当调整了特色种养业资金奖补标准。项目政策方面，明确

“稻虾共作”等资金向贫困村、贫困户倾斜；明确奖补资金
政策，实施项目向贫困村倾斜政策，2019年已分配的省级
产业资金 1057万元中，省定贫困县定远县获 433万元；第
一批市级产业资金中，贫困村和“四带”主体获得 410 万
元，占61.7%。

强化利益联结，大力推进“四带”模式。大力发展扶贫
产业园区（基地），全市154个村级扶贫产业园，带动123个
贫困村、4303户贫困户，每个园区年平均为贫困村创收2.4
万元。全市 123 个贫困村开展“三变”改革，收益 1520 万
元，实现分红 388.3万元。鼓励引导（农业企业、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和能人大户）采取以“订单、参股、租赁”等主
要联结方式，辅之服务、劳务等模式，带动贫困村贫困户发
展特色产业，全市1360家主体带动贫困户16131户。

突出精准施策，着力推进产业发展。大力发展“一村
一品”，全市已建成 35 个“一村一品”专业村；发展贫困户
自种自养和到村项目，2016年以来，全市共落实农业特色
产业扶贫到户项目23.18万个，发展到村产业扶贫项目781
个，通过实施项目建设，贫困户年户均增收7960元。

高标准、强推进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按照美丽乡村建设“十三五”规划要求，完成省级中心

村建设目标 25 个，今年年底前完
成 项 目 建 设 的
70% 。

截至10月底，总体工程进展73.8%。
高标准编制规划。市农业农村局根据“十三五”经济

社会发展和城镇体系规划，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
考虑乡村布局、地形走势、产业发展等因素，高标准完成省
级中心村建设规划编制。

高质量推进建设。聚焦产业兴旺，全市已建成和在建
的省级中心村所在的行政村、乡镇大多数被评为“一村一
品”示范村或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村集体经
济均在 10万元以上，其中村集体经济在 50万元以上的强
村33个。注重生态宜居，已建成246个省级中心村的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 95%以上；中心村均建有污水处理设施，厕
所粪污得到无害化处理；村内路网实现“户户通”；村庄绿
化覆盖率达到40%。

倡导乡风文明。各地自发地组建乡村志愿服务队、舞
蹈队等，传承乡俗文化；开展文明户、新风户评选等活动，
进一步引导农民群众素质的提升和文明生活习惯的普遍
养成。推进乡村治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
民自治实践，切实发挥村（居）委会、村民理事会、村务监督
委员会等自治组织作用。

农村改厕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程有序推进。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厕所革命”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市农业农村
局紧抓农村改厕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民生工程工作。今
年全市计划完成新建（改造）农村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
30000户，截止 10月底，全市累计完成 36516户，超额完成
年度任务。

市农业农村局先后印发了《2020年滁州市农村厕所革
命实施方案》《关于开展农村改厕突出问题排查整改县级
交叉互查工作的通知》等，部署全年工作和农村改厕突出
问题排查整改县级交叉互查工作，并要求各县（市、区）严
格落实问题整改。重点对农村改厕工作开展地毯式排
查。截至目前，对2016年美丽乡村、2017年以来户改厕全
面排查，共排查105499户，发现问题19583户，已完成整改
19286户，整改完成率100%。

可追溯、保安全
农产品质量有保证

农产品既要产得出，更要保安全。今年市农业农村局
计划新培育84个以上“三品一标”农产品和84个以上规模
生产经营主体的农产品实现追溯，推动规模以上农产品生
产经营单位入驻国家或省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目前全市
新认证“三品一标”产品数128个，新增84家生产经营单位
以入驻国家追溯管理平台或省追溯管理平台，每县引导
1-2家生产经营主体开展区块链技术追溯应用。

把好认证准入关。在农产品“三品一标”
申报认证上，坚持“从严从紧，

积极稳妥”的原则，
严 格 按 照

程

序，确保产品质量达标。对申报认证的新
型经营主体有针对性地进行现场检查与
指导，做到认证一个产品、保障一方产品
安全。

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建立激励机
制，对获得“三品一标”认证的企业、合作
社在农业项目申报、资金扶持等方面优
先安排；对新认证主体进行辖区内再奖
补。加大认证力度，对全市约 40 家“三品
一标”申报主体开展产品检测、产地环境监
测，扩大认证范围、认证品种，提高“三品一
标”覆盖率。加快发展绿色生资，鼓励肥料、
饲料等优秀生产主体申报绿色生资，引导全椒
虾制品饲料生产企业申报发展绿色生资，推动
绿色生产企业和原科标准化生产基地绿色生资
应用覆盖面。加快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收集，积
极开展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收集申报，目前南谯滁
菊、南谯春雪申报材料已录入信息系统，已委托第三
方做产品评鉴报告，明光艾草获得名特优新农产品证
书。

确保认证产品质量。积极主动指导相关部门对取得
“三品一标”认证产品生产基地、生产加工、产品包装和标
志使用等方面加强监管，全市“三品一标”农产品抽检合格
率一直稳定在99.8%以上。每个县选择1-2个企业开展农
产品区块链追溯应用试点。2020年80万元项目侧重支持
南谯春雪、明光艾草名特优农产品发展；承担中国绿色食
品博览会筹备；皖中片区开展认证农产品专项质量检测，
目前均序时推进。

激活力、强动力
农民素质不断提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农民。近年来，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激发内生动力，在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和生活
富裕的道路上起到了积极引领作用。

今年市农业农村局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任务 3200 人，
其中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1350 人、专业生产型
人员800人、技能服务型人员800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
200人、产业扶贫带头人50人。目前已培训3200人。

精选培训机构和培育对象。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联合制定实施方案，采取符合规范的方式遴选、认定培训
机构承担培训工作，并按时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严格按
程序确定培训对象。

分类分级分层规范开展培训。围绕专业、农时、季节、
生产和农民需求差异，分类、分级、分层开展培训；全市制
定 30 多个专业培训方案；80 多个培训班按要求制定教学
计划，分阶段组织开展培训，培训内容和课程设置严格按
照农业部规范要求设置；培训班人数均控制在 50 人左
右。所有任课教师都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讲师团（省、市、
县级）中聘请，每班至少聘请1名以上省级专家授课。

加强资金管理。农业农村局会同财政部门，出台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资金管理办法》，并建立农

业、财政项目资金会商协作机制，严格
分资金拨付和使用管理。

154个特色产业扶贫园区建设完成，123个贫困村、万余贫困户走向脱贫致富的道路；乡村环境美如画、乡风文明扑面来、乡村治
理有秩序，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有保证、群众“菜篮子”有保障；分层分级全方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激发内
生动力、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民生工程工作按照省政府的通知和市政府民生工程目标任务分解要求，精心谋划、全面部署，狠抓落
实，民生工程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较好的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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