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A1版）通过县本级财政对全县产
业建设实行奖补，已发放资金3500万元，
其中 2016年贫困户产业建设奖补资金
2100万元。

除此之外，县财政还投入资本金1亿
元，建立苍溪县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
为农业产业发展企业贷款担保，已实现
在保余额 1亿元。积极向上争取将苍溪
县列入了全省集体经济试点县，2017年
到位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1000万元，
重点发展 10个村的集体经济，给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坚持“四大改变”
放大基金效应

近年来，苍溪县在产业扶持基金管
理使用上，坚持“四大改变”，努力用好用
活基金，高效发挥基金的“洼地”集聚效
应，助推了脱贫产业做大做强。

改“平均分配”为“差异奖补”，发挥
基金激励作用。制定《贫困户产业发展

“以奖代补”资金管理办法》，按照产业种
类、规模大小、发展实际实行差异奖补。
提高发展以红心猕猴桃为领军的“1+3”
特色产业奖补比例，大力发展牛羊土鸡、
中药材等致富产业，基本确立了以苍溪
红心猕猴桃为主导，苍溪雪梨、林产业、
健康养殖、优质粮油、乡村旅游为辅助的
产业扶贫体系。实行“多建多补、少建少
补、不建不补”，通过“户报、村审、乡镇
核、县验收”的程序确定全县39个乡镇的
产业发展实际规模，严格按照产业发展
规模匹配相应奖补资金。各乡镇负责对
辖区内贫困户的实际产业规模进行奖
补。按照“村初验、乡核实、县抽查”的程
序对产业发展实际情况进行验收，采取
先公示后奖补的方式，对当年新发展且
发展状况好的产业项目通过“一折通”直
补到户。

改“无偿补助”为“有偿借贷”，防范
基金使用风险。出台《贫困村产业扶持
基金管理办法》，拓宽借贷覆盖面，除面
向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贫困户外，还同步
在非贫困村（含社区）的贫困户开展有偿
借贷工作，2017年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
覆盖率达到了 85%。健全风险分担机
制，2016年以来县财政出资保费 8000万
元向中国财险、太平洋保险、中华财险等
保险机构购买全县政策性农业保险服
务，有效化解产业贷款还贷风险。优化
借贷服务程序，由放款金融机构和村
（社）提供“一站式”服务，财政严格按季
向金融机构直接贴息，保障及时放款。

改“有限投入”为“放大支持”，引导

集聚民间资金。加大财政支持，仅 2017
年产业扶持基金就投入 6385万元，其中
财政扶贫专项资金3815万元，占比60%，
较去年增长 50%。2017年整合农业、水
利、以工代赈等涉农部门资金 72114万
元，大幅度增加了全县产业扶持基金额
度。引导社会捐资，通过开展系列扶贫
捐资活动，发动贫困村帮扶单位、苍溪籍
企业家对当地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进行捐助，已累计捐资达1300万元。

改“撒胡椒面”为“重点投入”，突出
特色产业发展。突出“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打造，结合贫困村实际情况，制定《“一
村一品”产业扶持方案》，大力扶持地域
特色产业发展，逐步形成了云峰镇青盐
村（雪梨）、陵江镇笋子沟村（柑橘、乡村
旅游）、龙山镇先锋村（中药材）、石门乡
三林村（水产养殖）等一批“一村一品”特
色产业。突出农业园区发展两大重点，
累计投入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资金
3000万元，其中2500万元用于品种繁育，
建立猕猴桃品种选育、品比试验、栽培试
验示范等基地10个；500万元用于设施技
术改良，大力引进推广应用绿色防虫害
等新技术。突出三大主体示范带动，制
定《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方
案》，加大对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种养
大户的投入，将三会、青龙等10个贫困村
的集体经济作为试点，给予每村100万元
左右的重点支持投入；重点投入专业合
作社 70 个 2100 万元，产业大户 104 个
3000万元，撬动业主投资 5亿元，带动周
边贫困群众人均年收入增长约 200元。
突出四大体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加
大力度支持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体系、网
格化监管体系、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组织
保障体系建设，近三年共投入700余万元
建立健全补贴奖励机制，对获得“国家驰
名商标”、“省著名商标”、“地理标志产
品”和“绿色食品”认证的产品，分别按30
万元、20万元、10万元和 2万元标准对企
业给予奖励，保证了全县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工作顺利开展。

“四加强、四严肃”
高悬监督“利剑”

早在全县精准扶贫工作动员会上，苍
溪县财政局就果敢地接受了县委、县政府
交付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保障任务，
并立下军令状，要坚决“啃下这块硬骨头，
让荒山变金山，让老百姓脱贫奔康”。

苍溪县共有精准识别贫困村214个、
贫困人口 92193人，贫困发生率 14.47%，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维护扶

贫资金安全，确保扶贫资金高效使用，苍
溪县创新扶贫资金监管措施，采取“四加
强、四严肃”措施，为扶贫资金保驾护航。

资金管理坚持“四加强”。一是加强
制度建设，严格规范程序。先后制定卫
生扶贫救助、教育扶贫救助等管理办法，
确保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二是加强
政策宣传，营造扶贫氛围。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载体广泛宣传扶贫
政策，2017年举办大小培训班 350个，参
培人数 30000人次以上，印发《财政扶贫
政策选编》5000本、讲议 2000本、宣传资
料80000份。三是加强督促指导，认真规
范行为。2017年开展扶贫督导 28次，加
快了扶贫工作推进，确保了扶贫政策落
实和扶贫资金的规范使用。四是加强部
门协调，落实监管职责。在扶贫资金管
理中，各部门和乡镇强化责任定位，各负
其责，各出实招，齐抓共管，协同作战，形
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体系。

资金监督坚持“四严肃”。一是财政
监督检查，严肃处理。该县财政监督检
查将扶贫资金列为重点，今年已开展8次
扶贫专项检查，对违规行为严肃处理，已
收回财政违规使用扶贫资金672万元，移
交案件线索 3件 5人次。二是日常监督
检查，严肃对待。平时无论是上级检查
或部门检查，凡指出的薄弱点、需整改的
问题，都严肃对待，对症下药，并时常开
展自查自纠，自我完善，不走过场，将问
题处理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审计监督
检查，严肃整改。2017年国家审计署对
该县扶贫资金进行审计发现问题后，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专
题讨论问题原因，整改措施，要求举一反
三，全面自查自纠，问题整改全部限期完
成。四是纪检监督检查，严肃追责。县
纪委定期不定期地开展专项检查，对发
现的问题，县纪检、监察部门主动介入，
严肃追责。截至目前，已开除 1人、党纪
政纪处分 72人、追责立案 70多件、诫勉
谈话36人。

乡村“四大改善”
彰显扶贫成效

走进双树村，途径堰田湾、荷花池，
伴着一阵阵山风吹过，拐过一山间垭口，
一方“心”型池塘跃入眼帘。

“这口池塘叫爱心池，是当地党建
扶贫点。在前面的堰田湾开垦出的荷花
池，是当地夏季的一景。”苍溪县财政
局派驻五龙镇双树村“第一书记”梁栋
说。

张中菊是三会村妇女主任，每天，她

都会在聚居点转上一圈。“原来，没修园
区的时候，到处是土路。”张中菊说，很多
自家养的土鸡、土鸭，种的猕猴桃卖不出
去。三会园区建好后，给当地老百姓带
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现在进城也
就半个小时不到。”张中菊坦言，现在很
多村民都住进了新家，还可以在房前屋
后的猕猴桃园打工挣钱，一年收入不错。

“凭着我们这里的条件，以后节假日
来这里的游客肯定多。”张中菊对未来充
满无限憧憬，“以后，我们村民自己都可
以开办农家乐。”

苍溪县农村的巨变是该县加大财政
扶贫投入，为贫困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
生动注脚。其“变迁”可以概括为四个实
实在在的“改善”。

民计民生改善，公共阳光共享。卫
生扶贫救助基金已救助225人，补助38.6
万元；教育扶贫救助基金已救助学生396
人，补助资金 39.3万元；扶贫小额信贷分
险基金累计放贷 7.8亿元，惠及贫困人口
72958人；产业扶持基金已发放 7565.8万
元，惠及贫困人口68992人。

基础设施改善，发展基础夯实。
2017年苍溪财政重点投入农村基础设施
45000万元，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产业发展
环境。修建陵江镇太丰村等56个贫困村
和陵江镇龙溪村等 143 个一般村共
622.76公里的村组道路；修建五龙镇三会
村水利工程和饮水工程项目2个，有力改
善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产业结构改善，增收渠道拓展。
2017年投入重点产业和园区建设 22000
万元，增加了产业潜在动力。支持 6690
户贫困户发展猕猴桃、中药材等致富产
业，建高标准农田7770亩，发展蔬菜生产
基地 948亩、新植猕猴桃 52500亩、其他
水果生产基地 2514 亩、粮油高产基地
6822亩；支持2300户贫困户发展生猪、肉
牛、家禽等养殖业，出栏生猪 1.3万头、小
家禽12万只、肉牛3280头、肉羊6339头，
生态水产养殖 2870亩；支持五龙镇三会
村发展乡村旅游业，为脱贫增收打下了
坚实基础。

发展模式改善，规模效应凸显。大
力培育龙头企业、专业组织等新型经营
主体，建种养专业合作社22家、家庭农场
17家、培育贫困种养大户 104户，健全了
利益链接机制，确保扶贫产业发挥最大
效应。

双树村三组村民侯兴双连声感叹
说：“我们今天能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以
前做梦也没想到啊！”

以财政之名 赴脱贫攻坚之约
——苍溪县财政扶贫工作侧记

县领导督导猕猴桃产业发展

县政府领导深入五龙镇三会园区督导聚居点建设

县人大领导督导养殖产业发展

金兰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园

天新现代农业园区天新现代农业园区 黑山聚居点黑山聚居点

县政协领导督导产业发展

县政府相关领导考察聚居点

督导养殖产业督导养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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