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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农议复字〔2021〕88 号               签发人：张集智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386 号建议的答复 
 

秦主群代表： 

您提出的《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巩固保障脱贫成效的建议》收

悉。感谢您对我省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巩固脱贫成效工作的关心和

支持。现就建议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选好产业”的建议 

一是发展壮大 12 大特色优势产业。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市场需求、农民增收等，在全省选择茶叶、食用菌、蔬菜、

生态畜牧、石斛、水果、竹子、中药材、刺梨、生态渔业、油茶、

辣椒等 12 个特色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从政策、资金、资源等方

面集全省之力大力发展。在省领导的领衔高位推进和专班化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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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下，12 大特色农业产业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规模、

产量、产值整体增长加快。种植规模排在全国前三位的有茶叶、

辣椒、水果、中药材等，水果产业中的蓝莓、李子等单品种植规

模排名全国第一。 

二是培育壮大经营主体。通过项目和政策引导，瞄准中国农

业 500 强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 100 强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引进一批与 12 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如正大集团、

中国中化集团、厦门象岛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龙头企业。

鼓励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经营主体流转土地实行

规模化发展，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特色产业向适度规模经营

集中，促进特色优势产业集聚、集约、集中发展，打造一批产业

带、产业群、产业区。      

三是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新机制。在巩固脱贫攻坚中形成的“保

底收益+分红”“务工+分红”等利益联结模式基础上，通过试点示

范，深化农村“三变”改革，在全省选择若干县开展“租改股”利益

联结试点和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试点，跟踪总结“六

共机制”“抓两头、带中间”等实践模式，探索“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新机制，建立经营主体和农户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

风险分担格局。  

四是积极引导村集体经济与企业合作。股份经济合作社有组

织优势和资源优势，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具有

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农户具有土地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要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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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优势有效利用起来、充分发挥出来，指导股份经济合作社用好

清产核资成果，将集体的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

产和农户的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整

合起来，与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

体开展股份合作，与合作社形成发展共同体。 

二、关于“大力发展家庭经营户”的建议 

近年来，省农业农村厅先后印发了《贵州省家庭农场培育行

动方案（2019-2022 年）》《关于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助推农村产业

革命的通知》《关于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实

施意见》，明确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为培

育发展家庭农场提供政策支撑、指明方向。家庭农场作为新型经

营主体的重要力量，在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增加贫困地

区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2020 年全省进入名录系统

的家庭农场 29286 个，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1729 个（含省级

652 个），经营土地面积 157 万亩，经营总收入 40.8 亿元，平均

每个家庭农场 13.94 万元。 

一是加强家庭农场名录管理。印发《关于做好全省家庭农场

名录系统信息填报等相关工作的通知》，把符合条件的种养大户、

专业大户等规模农业经营户纳入名录管理，实行动态管理、动态

监测。建立录入情况定期通报制度，有力促进家庭农场名录系统

录入进度，逐步实现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 

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今年中央、省级共计安排资金 1400

万，用于提高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水平，促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



—4—

将发展培育家庭农场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统

筹安排，纳入乡村振兴考核体系。探索制定符合现阶段家庭农场

发展需要的普惠政策，从 2021 年起全省产业发展子基金重点支

持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为家庭农场生产条件的改

善、标准化管理提供支撑，促进家庭农场综合生产能力的进一步

增强。 

三是提升家庭农场联农带农水平。脱贫攻坚期内，家庭农场

在自身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服务和带动当地农户，成为脱

贫攻坚的有生力量和增收致富带头人。家庭农场通过辐射带动周

边农户建立激励机制，在调动农户积极性的同时，降低了农户种

植成本和种植风险，确保农户持续稳定增收。下一步，将继续推

动家庭农场与其他经营主体交流合作，建立健全联农带农强农富

农新机制，拓宽家庭农场辐射带动农户的能力和范围。 

三、关于“注重‘边缘户’协同发展”的建议 

一是全面开展“边缘户”摸底排查。省乡村振兴局从今年5月

下旬起将对脱贫攻坚有关工作开展全面排查，“边缘户”实现全覆

盖，重点排查是否获得产业帮扶，产业帮扶等政策措施是否及时、

全面兑现；当地大宗农副产品价格是否存在大幅下跌、乡村产业

项目失败，有无可能导致规模性返贫风险，是否有制定防范措施

等。对存在风险的“边缘户”，结合自身发展意愿，严格落实产业

帮扶有关政策，拓展增收渠道。 

二是强化技术培训。省乡村振兴局印发《2021年脱贫劳动力

和边缘易致贫劳动力全员培训工作实施意见》，将围绕乡村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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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按照“先富带后富”的基本理念，紧扣“能力培训、孵化创

业、带动增收”三大环节，针对农村地区致富带头人，积极开展

创业培训，形成“教育培训+创业服务十政策扶持十带动致富”的“四

位一体”农村地区致富带头人培育体系。同时，围绕我省茶叶、

蔬菜、食用菌、中药材及生态畜牧业等12大特色产业和“一县一

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一坝一业”，大力开展农村产业发展

实用技术培训，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  

2021 年 7 月 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薛宝贵；联系电话：8528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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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人大选举任免联络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黔东南州人大常委会。 

省乡村振兴局。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年7月12日印发 

                                                 共印6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