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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脱贫攻坚答卷·产业扶贫·农业

19.2万贫困人口，全市脱贫总人口的55.7%，在广元这片土地上，依靠广元富硒茶、苍溪红心猕猴桃、朝天核桃、广元山地蔬菜
（山珍）、广元油橄榄、剑门关土鸡、生态畜禽水产等七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他们实现了如期脱贫。

创新实施“三园联动”、研制“七条措施”、构建贫困群众稳定增收长效机制……近年来，全市农业系统始终把大力发展山区农
业优势特色产业作为贫困群众脱贫增收的重要渠道，始终把提升产业质效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始终把贫困农户产业与全
市农业优势特色主导产业集中集群延伸融合发展、增强造血功能作为着力重点，走出一条具有广元山区特色的农业产业扶贫新
路子。

六旬老人敢为人先
一颗猕猴桃带动450人稳定脱贫

一朝春风起，微雨伴着一抹新绿。苍
溪县歧坪镇樊家山村贫困户樊明玉的猕猴
桃果园里抽出了嫩芽，这是新一年的希望。

苍溪红心猕猴桃是苍溪县农业产业脱
贫的第一产业，全县很多贫困农户通过种
植红心猕猴桃成功脱贫并走向家庭富裕。
由于红心猕猴桃对种植条件和技术要求较
高，要想种植成功，就得“干一行、专一行”，
依靠精准技术取得成功。苍溪县歧坪镇樊
家山村五组的贫困户，年过六旬的樊明玉
一家为全县树立了典范。

有机红心猕猴桃种植第一人
“岁数大了不能外出务工，又无其它经

济来源，坐着等总不是办法。”樊明玉老人
说，为了摆脱贫困，他认真思考后选定发展
红心猕猴桃，从 2004 年开始种植，规模 3
亩，2018 年又扩种 2 亩。从 2006 年开始投
产至今已有 13个年头，亩收入 2万元以上，
每年他家仅猕猴桃收入就达 10万元以上，
收入不输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稳定脱贫并
实现了家庭生活的富裕。

“不懂技术就主动找技术资料学习，找
人帮忙上网查阅资料，请技术人员来实地
指导。”樊明玉老人通过 2年时间的田间试
验和摸索，熟练地掌握了猕猴桃嫁接、修
剪、肥水管理、病虫防控等一系列的操作技
术，成为樊家山村公认的技术权威、乃至全
县都有名的猕猴桃技术土专家。

同时，在全县以至省内外大规模种植
猕猴桃的背景下，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的理念高点起步，选择红心猕猴桃的有
机种植模式，成为全镇种植有机红心猕猴
桃的第一人。近年来，猕猴桃价格高低不
等，价格波动大，但他的果子售价都在 15
元/斤以上，高出普通果 1 倍多，且供不应
求。

带动种植户实现稳定脱贫
作为有机红心猕猴桃种植的第一人，

樊明玉取得了令樊家山村乡亲们羡慕的成
绩。但他也没有忘了大家，与大家无私分
享技术、信息等资源，主动到种植户家中传
经送宝，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技术传
授给种植户，并和大家共同探讨有机果种
植方法、诀窍，通过多年摸索总结，樊家山
有机猕猴桃的栽培和管理已形成成熟的技
术体系。在他的带动下，樊家山村种植有
机猕猴桃 200 余亩，辐射带动周边四蛮寨
村、万贯村种植 250余亩，种植户人均增收
达 8000 元以上，其中带动贫困户 115 户、
450 人实现了稳定脱贫。今年全镇将规划
种植有机猕猴桃400余亩。由于品质保证，
加上规模效应，樊家山的有机猕猴桃已成
为苍溪县红心猕猴桃的一张名牌，受到市
场的追捧。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站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
战略衔接点，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交汇期，我
市始终坚持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纵
深推进产业扶贫迈进产业振兴。

脱贫故事

建起自强农场
年收入20余万元

产业扶贫怎么抓，一直是脱贫攻
坚最难啃的硬骨头。我市农业产业扶
贫办结合广元秦巴山区特性和两轮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实践，通过“三园联
动”产业扶贫模式，促进小农户尤其
是贫困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为贫困群众持续增收脱贫奔康做出了
重要贡献，形成了攻坚产业扶贫的现
实有效路径。

“全市在稳定发展粮油基础上，大
力建设广元富硒茶、苍溪红心猕猴
桃、朝天核桃、道地中药材、山地蔬
菜、生态生猪、剑门关土鸡七大百亿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据市农业产业扶
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三园联
动”产业扶贫模式，我市县、村、户
选择适生适宜产业建园，累计建成万
亩现代农业产业园 115 个、“一村一
品”特色产业园 2477个、增收脱贫自
强园8.6万个，带动全市发展特色农业
产业480万亩，实现贫困村、有能力贫
困户产业全覆盖，建成全球最大的红
心猕猴桃基地、全国最大的黄茶基
地，园区年综合产值达120亿元、投产
园区亩均产值1.1万元。

苍溪县独臂脱贫户冯明武，因早
年意外致残而贫困，在当地政府部门
的支持下，建起自强农场，种植红心
猕猴桃80亩，套种蔬菜20亩，出栏生
猪70头，年收入20余万元，真正实现
了脱贫奔康。

如何让产业扶贫经营活起来？产
业扶贫不精准、质效不高等难题怎么解
决？我市创新研制出台《推进高质量产
业扶贫七条措施》，有力提升扶贫产业
质量。其中，建立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大力建设扶贫
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农产品初
加工率达到 60%以上，建成 8个农产品
加工园区，成功打造“美丽田园十乡百
景”休闲农业大品牌，全市二三产业带
动贫困群众6.1万余人就近就业。

同时，在我市农业产业扶贫中，通
过推行一片产业带、一个产业园统一
品种、农资、技术、品牌、销售和分户生
产“五统一分”模式，龙头企业（专合
社）着重开展生产及产品创新示范、搞
好加工营销，贫困户按标生产、照单供
货，经营主体分工协同形成产业联
盟。培育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42 家（国家级 3 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 4531 家（国家级 28 家、省级 136 家、
市级 220 家）、家庭农场 6555 家（省级
102 家、市级 199 家），产业经营带动

“三园”全覆盖。全市“三品一标”农产
品 449 个，其中地理标志产品 26 个、有
机认证产品 265 个，做响“广元七绝”

“广元黄茶”“剑门关土鸡”3 个全省优
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创建米仓山
茶、苍溪红心猕猴桃、青川黑木耳等 8
个中国驰名商标，扶贫产品畅销成都、
重庆、西安等国内大中城市，远销日
本、欧盟等国家及地区。

1万亩有机绿茶、黄茶2000亩……在
旺苍县木门三合现代农业产业园，依托木
门镇龙山村茶叶专合社和七里香家庭农
场，采取“土地、茶园、资金”入股与园区务
工相结合等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周边村建
黄茶产业园 56 个、户建黄茶产业园 1200
个，实现户均增收8760元。

那么，如何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
收，巩固脱贫成果，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在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会同人社、商务、金融
等部门，出台《广元市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长效机制》，细化务实管用的长效举措。
同时，2604名农技人员为贫困户常态化开
展“一对一”技术服务，累计推广农业新技
术 75项、新品种 166个，为特色产业发展
夯实科技支撑。

此外，大力推行订单、托管、代养、入
股、车间等带贫减贫模式，创新保土地租金、
保贫困户就业、保产品订单收购、保生产发
展风险和生产管理承包超产分红、订单收
购返利分红、产品存储增值分红、集体资产
收益分红“四保四分红”机制，带动贫困户融
入产业发展链条，分享产业发展收益。全
市4090个带贫主体与8.6万余贫困户建立
紧密带贫机制，实现贫困户产业收入4500
元以上。“全国十佳农民”“全国农村青年致
富带头人”“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赵海伶成
立农产品电商企业，推行“龙头企业+自建
基地+专合组织+农户（贫困户）”带贫模式，
与4000余户农户合作，在青川县30个贫困
村建立食用菌、中药材基地，带动 2500余
户、7500余名贫困群众实现了脱贫致富。

创新开拓谋发展
攻坚克难“拔穷根”
走出一条具有广元山区特色的农业产业扶贫新路子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欢

带活扶贫经营
贫困群众就近就业

紧密带贫机制
带动贫困户融入发展链

制图：宋兰英 张懿玲

昭化区晋贤乡熨斗村香菇特色产业园
（资料图）

扶贫产业基地-红旗食用菌现代农业园区
（资料图）

昭化区大朝乡牛头村3社贫困户郭正
富通过木耳产业走出贫困 （资料图）

朝天区曾家山露地蔬菜喜获丰收 （资料图）

2018年1月
广元市农业系统决胜2017年度省级考核
评估行业扶贫工作成效督导汇报会召开

2018年2月
在全省农业产业扶贫领域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会上作《严字当头 强力推
进农业产业扶贫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交流
发言

2018年3月
2017年度全市农业产业扶贫工作荣获全
省第一，得到通报表扬。

2018年4月
在全省产业扶贫专项工作暨彩票公益金
项目业务培训会上作交流发言。

2018年5月
省委办公厅《每日要情》第72期刊发《广元
市朝天区花石乡“村帮村”产业扶贫见成
效》。

2018年6月
广元市农业局荣获广元市2017年脱贫攻
坚先进行业扶贫单位，在全市排名第二。

2018年7月
时任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张合成专题调
研我市产业扶贫工作。

2018年9月
在省农业厅召开的“全省打赢农业产业扶
贫三年攻坚战电视电话会议”上作交流发
言。

2018年12月
市脱贫攻坚指挥部《关于2018年脱贫攻坚

“秋季攻坚”大比武流动红旗评比情况的
通报》授予市农业局流动红旗。

2019年3月

全市农业产业扶贫2018年度全省考核片
区内第一；《昭化区“四结合”探索产业扶
贫新路径》《执着耕耘不断开拓产业扶贫
新局面》分别入选全省产业扶贫典型案
例；彭清华书记对广元市（米仓山茶）达成
川茶主产区域合作协议批示：此举甚好，
值得支持。

2019年5月
全市农业农村行业扶贫“夏季战役”动员
部署电视电话会召开。

2019年6月
在全市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专题会上
发言。

2019年9月
全国产业扶贫工作推进会在苍溪召开；国
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全国产业扶贫工作
推进会上对我市探索总结的“三园联动”

“四保四分红”等产业扶贫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四川苍溪：“三园联动”推进产业精
准带贫》入选农业农村部、国务院扶贫办
编制的第二批全国产业扶贫典型案例；广
元市脱贫攻坚和产业扶贫工作基本情况
在全国产业扶贫工作推进会上书面交流。

2019年10月
广元市农业农村局被市脱贫攻坚指挥部
（领导小组）授予广元市2019年脱贫攻坚
奖“组织创新奖”。

2019年12月

王菲书记在《关于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
业采购本地农产品原料情况的报告》做肯
定性批示：“赞同对策建议，在工作中注意
推动落实”。

2020年2月
研究制定《2020年度农业产业扶贫专项实
施方案》，并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印发；牵头
研究制定“贫困群众稳定增收持久战”作
战方案，纳入市脱贫攻坚指挥部《脱贫攻
坚收官战“7+1”作战方案》。

2020年3月
牵头研究制定《广元市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促进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八条措施》；
制定《广元市2020年度农业产业扶贫工作
要点》。

2020年3月-4月
结合全市“百日攻坚大督战”同步开展贫
困户稳定增收调研指导工作。

2020年8月
配合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查。

2020年9月
参加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主办的“幸福
解码中国”活动，向21个国家推介广元产
业扶贫经验和扶贫农特产品；广元市农业
农村局被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表彰为
“2020年四川省脱贫攻坚奖先进集体”。

2020年10月
研究出台《关于全力打好农业产业扶贫

“巩固提升战”的通知》。

2020年11月
开展国家、省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