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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两会直通两会··市长访谈市长访谈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
人大代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州委书记杨元忠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样的
形势和任务面前，临夏州坚持把
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
全州的“一号工程”，确保现行标
准下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
全部摘帽。

打造三个百亿产业
杨元忠说，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
和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
作。2017年9月25日，国家出台
《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的实施意见》，重点支持包括临
夏在内的“三区三州”。同年 11
月 17日，国务院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甘肃省临夏、甘南和天祝“两
州一县”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临夏是一个深度贫困地区和
民族地区，扶贫困难也比较大。
比如自然环境比较差，缺水干旱，
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滞后。

至今没有机场和铁路，8 个县中
只有4个县有高速公路。

为此，临夏提出打造三个百
亿产业：旅游、食品生产和民族用
品加工、劳务输出。

首先，加快发展旅游产业。
推动黄河三峡5A景区创建和永
靖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县、临夏
市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对
接融入国家西部自驾游线路；实
施省民航公司和政县旅游综合开
发、临夏八坊十三巷、积石山县大
墩峡等重点景区开发项目和唐
汪、莲花等特色旅游小镇建设；组
织开展厦门万人游临夏、环青海

湖自行车赛等系列旅游文体活
动。

去年，临夏旅游人数和综合
收入实现了井喷式发展。2017年
旅游人数达到1600万人次，同比
增长 44%，旅游综合收入 71 个
亿，同比增长47.6%。

其次，发展壮大食品和民族
用品生产加工。加快推进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引进一
批皮革制鞋毛纺企业，建设承接
皮革毛纺产业转移的工业集中
区；强化临夏经济开发区园区招
商和入园企业扶持，着力引进产
业链原料供应、产品配套项目，提
升园区产值产能。目前，食品和
民族用品生产加工产值达到 40
亿元左右、增长7%。

再次，提高劳务产业效益。
加强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和有组
织的劳务输转。推进国家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加强
与厦门市等地区的劳务合作，形
成长期稳定、高质量的培训输转
机制。

深化与厦门的东西部扶贫协
作，实施整村推进、到户帮扶、人
才培训等项目59个；开展帮扶培
训5537人、向厦门有组织输转劳
务2331人，厦门国有企业在临夏
成立 8 家公司、到位资金 1.82 亿

元；厦门市开展“结对帮百村”活
动，帮扶临夏州 122 个贫困村。
去年输转劳务55万人，实现劳务
收入89亿元左右，增幅比较大。

杨元忠表示，发展三个百亿
产业托起了临夏的致富梦。除了
三个百亿产业之外，农业上大力
推广粮改饲（料），为培育牛、羊等
养殖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型脱贫成果显著
作为新型脱贫的一个方面，

临夏电商发展也很快。2017年，
实施电商扶贫创业增收工程，支
持 1285 名贫困户未就业大学生
（青年）开展电商创业就业，建设
33个乡镇电商服务站，村电商服
务点覆盖50%的行政村，带动贫
困群众参与电商销售和产品加
工。积极拓展增收渠道。

2015年，临夏销售收入才几
千万元，去年已经达到 6 个亿。
其中，作为在全国受表彰的广河
县，广河电商企业发展到110家、
实现线上销售1.2亿元。目前，阿
里巴巴已经入驻广河县。京东已
经入驻东乡县。

同时，临夏在绿色发展上也
走到了甘肃省前列。在甘肃省统
计局等单位日前发布的全省绿色

指数中，临夏的绿色发展在全省
14个市州排第一，综合利用排全
省第一。环境整治与群众的满意
度全省排名第五。

杨元忠代表表示，围绕脱贫
攻坚，推进教育扶贫。临夏正在
用最硬的措施、最严的问责，打一
场控辍保学攻坚战，确保适龄少
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针对山高路远，上学不便；家
长在外打工，孩子没人照看等现
状，突出夯实义务教育和控辍保
学基础，基本做到有需求的行政
村有幼儿园、边远乡镇有寄宿制
小学，建设205所农村幼儿园、85
所寄宿制学校、2075套教师周转
房，实施 313 所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信息化建设、8 县市职业学校
实训设备项目，全面落实贫困生
助学金、寄宿生生活补助，加强农
村学校教师培训和师资力量建
设。

杨元忠表示，目前，“三区三
州”的扶持政策，已经让临夏遇到
了摆脱贫困的千载难逢的历史转
折时期。在扶贫资金管控上，采
取了三个措施：首先凡是扶贫涉
农资金，从州、县、乡、村、社等各
级全部公开；其次，扶贫建立项目
库也全部空开；最后是追责，不公
开就马上追责，严肃查处。

全国人大代表、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杨元忠：

打造三个百亿产业 打响脱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 范颖华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大政治任务。3月14日，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昌都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军就推动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问题接受
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

“百企帮百村”
活动成效显著
陈军坦言，昌都市位于全国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的西藏自治区，是西藏自治区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全市位于金沙江、澜沧江、
怒江沿线沟壑区域的村（居），多
数资源匮乏、生态脆弱、地质灾
害严重、地方病多发易发，是典
型的“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地区，更是全区脱贫攻坚的难中
之难、坚中之坚、困中之困之
地。因此，脱贫攻坚作为各级党
委政府的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
民生工程。

“‘百企帮百村’活动助力精
准脱贫，目前已经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陈军说，“在推进脱贫攻
坚过程中，昌都市提出了‘集团
式包县、市领导包片、县级领导

包乡、乡干部包村、各级干部包
户’的帮扶思路，凝聚社会各级
力量组成帮扶集团合力帮助一
个县区。全市各类企业积极响
应党中央号召，大力弘扬‘义利
兼顾、德行并重，扶贫济困、回报
社会’的精神，积极参与‘百企帮
百村’活动，截至目前，全市参与

‘百企帮百村’活动的各类企业
已累计投入扶贫资金或物资共
计4713.76万元，124家企业通过
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公益帮扶、
智能帮扶等多种形式，帮扶贫困
群众5534户 11895人，形成了社
会各界聚力脱贫攻坚的大格
局。”

“五帮五促”
带动贫困群众增收
陈军介绍了“百企帮百村”活

动中，提高帮扶质量，带动群众
增收的“五帮五促”模式。

实施产业帮扶促致富增收。
各类企业通过投资兴办企业，结
对帮扶村通过资源入股、土地入
股等不同形式，形成了“企业+农
户”的利益链接机制，实现了共
同发展。2016年至今，“百家”企
业累计实施产业项目276个，投
入扶贫资金1230万元。

实施就业帮扶促稳定增收。
鼓励各类企业为结对帮扶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各类就业岗
位，并建立企业实训基地，增强
贫困群众的就业能力。市县人
社部门开展了订单式培训，按照
企业要求开展农牧民技能培训，
形成了企业所需员工、政府订单
培训的良性互动。截至目前，全
市“百家”企业已提供就业岗位
1248个。

实施捐赠帮扶促情感交融。
鼓励各类市场主体通过捐款捐
物、助学、助老、助残、助医等形
式，改善结对帮扶村群众的生产
生活条件。全市各类企业累计
投入捐赠资金或物资共计 2452

万元，有力地支持了贫困村的产
业发展和基础设施改善。

实施央企援藏促民族团结。
认真贯彻落实东西部扶贫协作
座谈会和援藏扶贫工作会议精
神，三省市六企业进一步深化援
藏对口帮扶工作，将援藏资金项
目80%以上用于脱贫攻坚，并持
续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2016
年以来，对口援藏三省市结对帮
扶11县区，累计引进企业59家，
推动一批产业项目在昌都落
地。累计实施援藏扶贫项目110
个，完成投资14.38亿元，惠及贫
困群众2.86万人。

实施智力帮扶促观念转变。
引导“百家”企业借助人才优势
开展智力帮扶，通过选派科技人
员到村指导农作物种植、牲畜养
殖和产业发展，开展中央、西藏
自治区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宣
传等，让贫困群众真正明白惠从
何来、恩报何处，进一步凝聚起
各族群众爱国爱党、维护民族团
结的主旋律。

陈军讲到，近两年昌都市脱
贫 7.23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
7.65个百分点。“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继续加大对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资金的扶持力度，我
们对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战更有信心”！

全国政协委员，昌都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军：

以“百企帮百村”助力精准脱贫
本报记者 鹿娟范捷

杨元忠

陈军

（上接第二版）其次，要提高国
有企业家的理论自信。要在理
论上批驳和回应国内外一些贬
低、抹黑国有企业甚至否定国
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家作用的右
翼思想和理论。最后，还要提
高国有企业家的文化自信。国
有企业的文化跟私营经济或外
资企业的文化是不完全一样
的，更加强调社会的主人翁精
神，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以
及科学严谨、民主的管理机制。

在全国人大代表、北大荒农
垦集团总公司董事长王守聪看
来，弘扬企业家精神应该从两个
方面来理解：首先，从企业家内在
角度来讲，企业家应该主动适应
当今社会变革的环境，尤其要有
自主创新的精神，要敢于“啃硬骨
头”，勇于承担压力，这就需要企
业家具备创新精神、韧劲、包容心
和正面看待问题的能力；其次，从
社会、政府等外在环境角度来讲，
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要
保护企业家的资产等利益和创新
积极性，要为企业家创造良好的
成长环境，要允许企业家试错，给
予企业家一定支持。

夏飞认为，国家、社会应该
构建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合理
的容错机制、良好的干事创业环
境以及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
围，来关心和爱护企业家。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
热议企业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