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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我市农业

部门获悉，矮砧苹果、猕猴桃、高山蔬

菜……这些我市大力发展的农业产业成

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利器”，迄今累计

已有 8.54万贫困群众被嵌入产业链，通

过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发展产业是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

根本之策。在产业扶贫上，我市突出“大

板块、广覆盖、强带动”，将贫困县、贫困

村、贫困户嵌入优势产业发展板块，改单

打独斗为区域化发展。在集中全市 70%

人口的北部乔山、南部秦岭、西部关山，

突出发展以苹果、猕猴桃为主的果业及

以奶山羊为主的乳业、以蔬菜为主的设

施农业，因地制宜发展中蜂、食用菌等特

色养殖、种植业，同步配套建设陇县羊乳

品等 7个农产品加工园区，将贫困地区

嵌入到区域发展的大板块当中。

截至目前，我市建成矮砧苹果产业带

105万亩，覆盖219个贫困村；猕猴桃产业

带62万亩，覆盖贫困村117个；奶山羊产

业核心区覆盖贫困村98个，存栏63.9万

只，规模化养殖程度和智能加工水平全国

领先；高山蔬菜示范基地覆盖贫困村75

个，面积25.8万亩，为全省最大高山补淡

蔬菜生产基地；中蜂产业带覆盖贫困村

105个，养蜂26.8万群，超过全省三分之一。

产业扶贫对路子  群众脱贫有底气 
我市 8.54 万贫困群众实现产业脱贫

我市不断创新利益联结机制——

四种模式将贫困户嵌入产业链
本报讯 渭滨区石鼓镇李家槽

村村民张水爱日前从村上的秦岭玫

瑰产业园领到了 2000 多元土地流

转金。她高兴地说：“以前在家务

农收入少，村上建起玫瑰产业园

后，我就把家里的 3 亩地流转

给了园区，平时还在园区务工，

一年增收近万元。”据了解，为

了把贫困群众精准牢固地嵌

入产业链条，我市通过推广“四

种模式”，将不同类型的贫困户

与经营主体紧密联结起来。

近年来，我市不断创新利益联

结机制，依托贫困村、贫困户的土地

使用权、劳动力资源和政策扶持资金

优势，总结出“四种模式”予以推广。

即：“分户生产、订单收购”模式，对

3.3 万户有自主发展意愿、有技术基

础的贫困户，引导其与经营主体签订

长期购销合同，形成稳定的购销关

系；“返租倒包、合作共建”模式，对

1.56 万户有劳力、缺资金的贫困户，

由经营主体租赁土地，整体规划建

园，再返租倒包给贫困户，由贫困户

负责管护，企业收购产品，保障群众

收入；“入股分红、企业搭载”模式，

对 1.96 万户有资产资源、发展条件

受限的贫困户，将土地租赁或量化折

价入股经营主体，增加财产性收入，

通过入园务工增加工资性收入；“互

帮互助、抱团发展”模式，对 8950 户

劳动能力弱的贫困户，以特定利益关

系组织联合，增强发展技能、承接产

业项目，互帮互带、互学互助，共同参

与生产经营，共享产业收益。这“四种

模式”互为补充，相互衔接，进一步拓

宽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路子。

组建专家团队 签订产销合同
五项机制为群众发展产业护航

本报讯 太白县靖口镇散军塬村

21户搞架豆种植的贫困户，日前领到

了人保财险宝鸡分公司赔付的3.4万

元蔬菜保险赔款。贫困户之所以减产

不减收，是因为我市探索建立的产业

发展五项保障机制发挥了作用。

为了巩固脱贫成果，让脱贫群众

不返贫，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市农业

农村局探索建立了“科技帮扶、风险

防控、营销带动、资金扶持、组织保障”

五项机制。该局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等科研院校合作，共建农业产业试验

站(基地)，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同时，组建产业专家团队，建立科技服

务110指挥体系和驻村科技特派员制

度，确保每个贫困村产业发展技术有

人帮。及时发布市场需求和自然灾害

预警信息，指导贫困户合理调整生产

结构、种养规模，积极参加政策性农业

保险，规避产业风险。引导贫困村与农

产品购销企业签订产销合同，确保农

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在国内大中城市

设立直营直销店35个，举办农产品营

销推介会100多场次，实施扶贫认购

和定向消费。建设贫困村电商服务站

点，在天猫、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开

设宝鸡馆，开展农产品促销。将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的 60%

用于产业发展，建立产业直补政策，发

挥金融小额信贷、互助资金协会作用，

为群众发展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发挥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作用，开展农

村资源、资产管理经营，农业生产、服

务及产业全程开发，壮大集体经济，带

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鲁淑娟采写）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

了解到，我市已有 1095 个村成立了集

体经济组织。其中，千阳县宝丰村、金台

区五七村入选陕西省“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 20 强”。

村级集体经济是农村基本经济

组成部分。为大力促进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我市全覆盖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统筹利用涉农资金向每个

贫困村注入 20 万元-50 万元财政

资金，支持农村能人、返乡创业人员、

专业管理团队参与村集体经济发展，

实施产业项目，推广专业合作、股份

合作等方式，盘活农村集体资源、资

产、资金，多途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真正实现带动农民、提高农民、发展

农民、组织农民、富裕农民的目标。脱

贫攻坚期内，实行产业脱贫直补收益

差异化分配，设置扶贫优先股，向无

劳动能力、弱劳动能力和残疾人等特

殊贫困群体倾斜。全市 1095 个村成

立集体经济组织，对接项目 669 个，

426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分红 6928.8

万元，惠及贫困户 35683 户。

宝鸡市市级扶贫企业和扶贫示范合作社

千阳县（15 家）

宝鸡海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陕西飞天乳业有限公司

木美土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清谷田园食品有限公司

宝鸡华圣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宝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阳县盛园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千阳县张家塬镇柳家塬村股份经济发展合作社

千阳县南寨镇南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千阳县草碧镇罗家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千阳县秦韵蔬菜专业合作社

千阳县金达莱刺绣专业合作社

千阳县崔家头镇赵家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千阳县千顺祥奶畜专业合作社

千阳县千绿养殖专业合作社
陇县（10 家）

陕西和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陇县宏盛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果业集团陇县有限公司

陇县丰田蜂业专业合作社

陇县罡星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陇县盛源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陇县宏发蜂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陇县兴民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陇县欣绿蔬菜专业合作社

陇县瑞丰农牧专业合作社
麟游县（11 家）

陕西倬瑄农业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陕果集团麟游分公司

陕西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宝鸡地生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麟游县绿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竹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麟游县宏升核桃产业合作社

麟游县丈八镇丈八村核桃合作社

麟游县丈八鹏博中药材种植合作社

麟游县林东中蜂养殖农民合作社

麟游县虎狼湾土鸡养殖农民合作社
扶风县（12 家）

扶风县退伍老兵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扶风县晁留果品专业合作社

扶风县三得利植保技术专业合作社

宝鸡民香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宝鸡胜利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扶风恒盛科技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扶风县鑫丰果蔬专业合作社

扶风县喜林苗木果蔬专业合作社

扶风县华泰果蔬专业合作社

陕西汇丰鑫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扶风县木林森种植专业合作社

陕西秦川牛业有限公司
太白县（4 家）

陕西秦西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太白县绿蕾农业专业合作社

太白县蒲公英专业合作社

太白县秦绿蔬菜有限责任公司
眉县（13 家）

陕西千裕酒业有限公司

陕西金桥果业有限公司

宝鸡市太白山美源果品有限公司

眉县齐峰富硒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眉县金桥果业专业合作社

眉县鹏盛达农副产品购销专业合作社

眉县秦旺果友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宝鸡眉县兄弟果业专业合作社

眉县金色秦川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眉县恒盛鑫肉鸡专业合作社

眉县西府印象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眉县横渠镇万家塬村扶贫互助合作社

眉县猴娃桥果业专业合作社
凤翔县（10 家）

凤翔县南务红苹果专业合作社

凤翔县长青镇石头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凤翔县江山如画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凤翔县汇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凤翔县长青镇罗钵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凤翔县久盛农业专业合作社

凤翔县凤之椒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宝鸡诚和贵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凤翔县简氏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凤翔县宋家塬果业专业合作社
岐山县（9 家）

陕西天利花餐饮食品有限公司 

岐山县益店镇宋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岐山县白雀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岐山鱼龙花椒专业合作社  　

宝鸡周原贡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宝鸡启航阳光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

岐山县润泽果蔬专业合作社

岐山县雍川镇宣旗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陕西永红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凤县（9 家）

凤县嘉源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凤县嘉陵绿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凤县畅收种植专业合作社　

凤县古凤州花椒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凤县翠丰园农林专业合作社　

凤县祥华惠农种植专业合作社　

凤县留凤关镇沙江寺村集体股份经济联合社 　

凤县恒力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宝鸡市艾尔诺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陈仓区（8 家）

陈仓区绿丰源蔬果专业合作社

陈仓区益利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

陈仓区英子种植专业合作社

陈仓区博仁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宝鸡天地网中药材有限公司

陈仓区德丽蜂果专业合作社

宝鸡市陈仓区德厚果品专业合作社

宝鸡市陈仓区高山红种植专业合作社
金台区（5 家）

宝鸡市金台区丰庆种植专业合作社

宝鸡市金台区宝陵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宝鸡市金台区永利农业专业合作社　

宝鸡市金台区绿满塬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宝鸡市金台区华丰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渭滨区（3 家）

宝鸡市渭滨区秦岭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

陕西众智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秦岭蜂业有限公司
高新区（1 家）

宝鸡高新区秦山水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为进一步强化农业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带贫能力，促进贫困群众增产增收，在主体申报、县级初审的基础上，由市农业农村局系统包县
联村单位逐一实地核查，命名了 110 家新型经营主体为市级扶贫企业和扶贫示范合作社。现将名单公布如下 ：

乡 村 振 兴 促 增 收
全市 1095 个村成立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经营主体成为带贫致富主力军
累计带动 6.29 万户贫困户发展产业增收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农业农村

局获悉，农产品加工园区、现代农业园

区等新型经营主体，已成为我市产业发

展、带贫致富的主力军，迄今累计已带动

6.29 万户贫困户发展产业增收。

据介绍，相对于新型经营主体，贫困

户在采用新技术新机具、对接市场、抵御

市场风险、防范质量安全风险等方面，都

面临诸多障碍。所以在推进产业脱贫工作

中，为了解决贫困村贫困户因缺少资金和

技术而导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我

市十分重视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作。

近年来，我市按照“主体做两端、群

众干中间”的思路，在贫困地区大力实

施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推动产业融合

升级。同时，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外联市

场、内联群众的作用，采取“正向激励、

反向加压”的方式，通过园区吸纳、项目

带动、金融扶持、服务保障等措施，支持

新型经营主体在农资服务、仓储加工、

品牌营销等环节发力，向产业链中高端

延伸，形成市场拉动、龙头引领、基地支

撑的主体带动格局。目前，全市建成农

产品加工园区 7 个，引入龙头企业 194

家、现代农业园区 207 个，成立 1035 个

合作社，迄今累计已带动 6.29 万户贫

困户发展产业增收。

夯实产业基础  巩固脱贫成效

贫困群众在千阳县

海升现代农业园务工

编者按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在新一轮脱贫攻坚工作中，我市坚持以产业发
展带动脱贫为主攻目标，牢牢抓住产业这个根本，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农
业，延伸产业链条，采取“主体带动、政府推动、市场拉动”等方式，将贫困户镶嵌在产业链的
各个环节上，建立起稳定长效的增收机制, 创造了“嵌入式”产业脱贫“宝鸡模式”，为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