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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报》
深入临夏调研
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
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
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
见》。2018年 2月 13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贯
彻落实上述文件做出了详细的
分工部署，明确了《中国企业报》
宣传优秀企业家先进事迹以及
各地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突出成
绩的职责。

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
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
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中发
【2017】25号）和《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
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
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分工方案》（中办国办[2018]-4
号）的通知精神，《中国企业报》
集团组织总部19个与区域15个
共34个调研组，分赴全国100个
地市、近1000个县区和园区，持
续一年深入一线进行采访调研
和产业服务。

2018 年 5 月底，《中国企业
报》记者前往甘肃省临夏回族自
治州，深入企业和县市基层，对
近三年来临夏产业扶贫、为打赢
打好扶贫攻坚战所做的努力和
成绩进行了深入采访、调研。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
视民族地区发展。2014年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要求，要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确保民族地区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建设
小康社会进程，探索集中连片特
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的有效途
径，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经国务院同意，
2015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民委下发了《关于支持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云南省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
治州加快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
若干意见》。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
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治州（以下称“三
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是
连接内陆与青藏高原的重要通
道和维护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
重要纽带。长期以来，受制于地
理位置、自然条件等多方面不利
因素，三州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
后，贫困问题突出，是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其中，临夏州是全国两个回
族自治州和甘肃两个民族自治
州之一。这里山大沟深生态环
境极度脆弱，自然环境恶劣。

通过几年来的努力，临夏州

原本近80万的贫困人口，到2017
年底已经减到了26.05万，贫困
发生率由42.2%下降到14.82%，
下降了27.38%。农民人均纯收
入每年都以近两位数增长在提
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
人大代表、甘肃省临夏州委书记
杨元忠接受《中国企业报》采访
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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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临夏的自然资源禀
赋，2016年，临夏州确立了培育
旅游、食品和民族用品生产加
工、劳务 3 个“百亿元产业”目
标。

三个“百亿产业”
卓有成效
三年来，“百亿元产业”的打

造，已经凸显成效。2017年，临
夏全州的旅游人数达到了1600
万，同比增长了44%；旅游综合收
入71亿元，同比增长47.6%。食
品和民族用品，2017年达到了40
亿元，同比增长 7%；劳务输转
2017年实现50万人次，劳务收入
81.9亿元，同比增长8.8%。

在加快发展旅游产业方面，
临夏州推动黄河三峡5A景区创
建以及临夏市八坊十三巷、莲花
古渡红色特色小镇、和政县依托
古生物化石资源发展研学旅游
等项目建设。

通过八坊十三巷、茶马古市
等旅游项目的建设，临夏市过夜
游客增加明显。在临夏县莲花
古镇，依托当年王震大军解放青
海渡黄河处的红色文化，正在打

造红色旅游特色小镇。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实地

采访中了解到，在临夏州、市各
级政府的支持下，临夏市南龙镇
马家庄村甚至兴起了一个以马
术表演为基础，农民入股，打造
农家乐、四季旅游的乡村旅游村
庄。

今天的临夏市，市区大夏河
河段通过水利蓄水、环境整治，
休闲步道工程建设等，已经成为
临夏市民、游客的休闲好去处。

产业扶贫是脱贫的重要保
障和基础。在加快特色农业发
展上，临夏州充分发挥清真食品
及民族用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
业，积极培育优势品牌。

目前，食品加工产业上，涌
现出了甘肃康美现代农牧产业
集团、临夏州八坊牧业科技有限
公司、甘肃和政八八啤特果集团
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

在临夏市枹枹罕镇，临夏州八
坊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打造
一个叫八坊牛乐园的牛文化产
业园。在和政县，以当地知名景
点“松鸣岩”为商标的啤特果果
汁饮品已经成为临夏当地独具
特色的旅游产品。

龙头企业
助力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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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的秸杆，使
用率达到了74%。临夏州广河县
2017年一年就将9.9万亩的玉米
变成青贮饲料。目前，种植旱作
玉米137万亩，加工玉米秸秆饲
料143.9万吨。全州牛存栏30万
头，羊存栏近200万只。

在康乐县，甘肃康美现代农
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师
向东在《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以龙头企业为桥梁纽
带、政府引导、金融支持、协会组
织、贫困户（合作社）参与、品牌
运营的养殖模式正在当地发挥
作用。“正是通过龙头企业的带
动、金融保险的跟进和广大群众
的努力，形成成熟的技术、稳定
的市场和配套的服务，协同帮扶
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肉牛产业，
使得贫困户买牛有资金，选牛有

‘超市’，养牛有保障，卖牛有出
路。”

在临夏县，促进了以布鞋产
业、民族刺绣、砖雕、木雕产业为
主的特色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中，截至2017年底，临夏
全县布鞋加工企业和加工户已
遍及20个乡镇、98个村、173个
社，加工企业28家，加工户764
户，从业人员18000人，销售网点
300个，遍布9省60个县市，年生
产各类布鞋 350 万双，销售 300
万双。布鞋产业已成全县重要
的脱贫富民产业之一。

作为新型脱贫的一个方面，
临夏州电商发展也很快。2017
年，实施电商扶贫创业增收工程
以来，作为在全国受表彰的广河
县，广河县电商企业发展到110
家、实现线上销售1.2亿元。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在当地政府大力支
持、扶持的广河电商创业园区
里，200多名大学生建立起了36
家电商企业。形成了前店后厂，
有电商扶贫加工点、缝纫车间、
仓储等一体的模式。在这里，以
毛皮产品电商销售为主，年销售
额过千万的企业就有4家。

在临夏州广河县，大学生电商创业发展如火如荼。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甘肃省临夏州委书记杨元忠
接受《中国企业报》采访。

本报记者 范颖华

◆问题一：农业支持保护补
贴的范围和标准是什么？

补贴范围：实际农用耕地。
补贴标准：59元/亩，具体以

当年省级下达为准。

◆问题二：中药材补贴标准
是什么？

中药材补贴资金为地方财政
补贴资金，以市财政预算为准。

1、中药材种植面积500亩以
上的专业村，补贴标准：每亩100
元；2、中药材种植面积100亩以
上的种植大户，补贴标准：每亩
100元；3、辐射带动种植中药材
500亩以上，入社农户占本村农
户总数的60％以上的中药材种
植专业合作社奖励2万元，此项
奖励政策不重复享受。

◆问题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补贴补助金额是多少？

对通过审核的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给予补助。发展种植业带
动贫困户50户以上的，补助5万
元；100户以上的，补助10万元；
150户以上的，补助15万元；200
户以上的，补助20万元。特色养
殖业带动贫困户10户以上的，补
助2万元；50户以上的，补助5万
元；100户以上的，补助10万元；
150户以上的，补助15万元；200
户以上的，补助20万元。具体实
施以当年文件通知为准。

◆问题四：脱贫攻坚产业发
展资金扶持是多少？

对当年退出的贫困户实现
产业扶持全覆盖。其中：搬迁户
利用产业保障金进行产业扶持；
对于非搬迁户利用产业专项资
金、整合涉农资金、区级配套资
金等进行产业扶持，每户至少1
万元。

◆问题五：扶持方式有哪些？
1、“龙头”带动模式。对有

劳动能力且有意愿发展产业的
贫困户，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将与扶持资金等价的
禽畜（苗木）等实物发放给贫困
户，使他们发展养殖（种植）等产
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济组
织对贫困户发展的产业进行全
方位技术培训、指导，负责产品
回收、销售。

2、托管经营模式。对无劳
动能力或劳动力不足、无法转移
就业的贫困户，采取经营性托
管、承包式托管、租赁式托管等
方式，将土地、禽畜等生产要素
托管给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
主体统一经营，项目收益除提取
一定风险基金外，给贫困户固定
收益。

3、股份合作模式。
贫困户以土地、林地等生产

资料折价入股，或将贫困户的项
目补助资金入股，由龙头企业、
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结
成利益共同体，发展产业，按期
保底分红。

（资料来源：搜狐财经）

产业扶贫
政策解读产业扶贫

助推甘肃临夏州脱贫攻坚

作为国家扶贫重点支持的三个民族自治州之一，甘肃省临夏回

族自治州近三年来通过产业扶贫，为临夏打赢打好扶贫攻坚战

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