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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调研报告

根据安排，围绕“大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切实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这一主题，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赴阿克苏地区开展

实地调研指导。期间，共走访乌什县、阿瓦提县、阿克苏市、温

宿县 6 个乡镇、12 个村的 5 家企业、3 家扶贫车间、3 个农民合

作社及 30 余户脱贫群众，与地县乡村各级干部及村第一书记开

展座谈交流 4 场次。同时，还书面了解了阿克苏地区乡村产业整

体发展情况。

一、主要做法

近年来，阿克苏地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和“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部署要

求，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脱贫增收为核心，对标

对表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任务，集中力量发

展扶贫产业、补齐乡村产业发展短板弱项，为脱贫攻坚战圆满收

官、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奠定坚实基

础。

（一）因地制宜，壮大优势主导产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扎实推进稳粮、优棉、促畜、强果、兴特色，科学规划

优势产业生产布局，优化农业资源配置，科学引导优势农产品向

最适宜产区集聚，最大限度将资源禀赋转化为脱贫基础，做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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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优势主导产业。阿瓦提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优化棉花品种结

构为突破口，稳步推进棉花产业优质、高产、高效发展。乌什县

大力推进核桃产业提质增效，全县优质核桃种植面积达到 31.4

万亩，建成县乡村三级示范园 160 个、2.8 万亩，带动 1.2 万户

脱贫群众实现长期稳定增收。

（二）立足特色，培育特色种养产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培育发展特色突出、符合自身实际的特色产

业，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积极构建“一县一业”“一村一品”

特色产业格局。乌什县大力推进沙棘产业，基本形成研发、种植、

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建成优质沙棘育苗基地 2800 亩，全县沙

棘种植面积达到 12.2 万亩，带动农户达 1840 户。阿克苏市阿依

库勒镇发挥传统养殖业优势，规划建设“千亩万头”牲畜养殖示

范基地，现已建成养殖棚圈 108 座，牛存栏 6700 头，年出栏量

达 2000 头。

（三）规模经营，提升产业集约化水平。鼓励引导农户通过

土地流转、股份合作、土地托管、草畜联营等多种形式开展规模

经营，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阿瓦提县艾什拜日克

镇大力实施土地平整和高效节水滴灌工程，以土地流转加快推动

棉花种植业由分散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转变，土地生产效率、

生产收益实现大幅提升。温宿县采取到户项目补助资金入股分红

方式，与龙头企业合作建设设施农业阳光温室大棚示范基地，建

设反季节水果蔬菜大棚4000余亩，长期聘用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

200余人、季节性用工4万余人次，搬迁群众在获得入股分红和务

工收入双重收益的同时，设施农业管理及种植技术得以大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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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四）培育主体，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加快工业产业围绕一

产布局，推进农产品从初级产品、粗加工向精深加工、系列加工

延伸，形成以棉花、林果加工为主导，以粮油、食品加工、畜禽

产品为骨干的农产品加工业格局，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明显突

破。截至2020年底，阿克苏地区累计培育引进农业产业化企业658

家，其中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企业达110家，年设计加工能力150.3

万吨。阿克苏市引进浙疆果业有限公司，投资2亿元实施核桃深

加工项目，年收购加工核桃5000余吨，带动2000户果农增收。目

前，该公司已经把卫星工厂开到了部分乡镇，实现就近加工、快

产快销、当地就业。

（五）搭建平台，拓宽农产品产销渠道。积极拓展农产品销

售市场，推动农产品购销“两张网”建设，做实“十城百店”工

程，面向区内外市场对接产销，形成基地建设、仓储物流和终端

配送一体化经营体系。2020年底，阿克苏地区“十仓百企”仓储

能力达7.99万吨，加盟企业138家，“十城百店”工程全国销售网

点达到516个，依托浙江“政采云”平台开设示范店11个，销售

阿克苏地区农副产品22.07万吨。成功举办“第七届新疆特色果

品（阿克苏）交易会，达成350项购销协议，交易各类农产品43

万吨，签约金额40.5亿元。温宿县柯柯牙镇协调金华市援疆指挥

部，开启“疆果东送”销售模式，使当地农产品跨越万里、进入

浙江高端市场。

（六）深挖内涵，推动乡村服务业发展。充分挖掘独具特色

的历史文化资源、自然资源，持续加大资金、技术、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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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素投入，促进产业纵向融合、横向融合、交叉融合，培育乡

村旅游新业态。阿瓦提县托万克喀格木什村依托优质拜木纳格葡

萄和刀郎文化，建成葡萄品种展示区、刀郎古民居、穆塞莱斯酒

保等旅游景点，每年吸引游客2.5万人次，58户村民参与到“吃

住行游娱购”服务产业链中，该村分别于2014年、2020年被评为

“全国文明生态村”“自治区乡村旅游重点村”。温宿县柯柯牙镇

帕克勒克村依托秀丽自然景观和享誉内外的“柯柯牙精神”知名

度，打造丝绸之路旅游文化精品线路，通过建设产业街、制作特

色旅游产品，带动30户脱贫户找到致富门路、年户均增收3000

元以上。

（七）带动就业，脱贫攻坚成果更加巩固。实施“产业促发

展、发展带就业、就业保稳定”工程，聚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构建“园区、乡镇、村居”三位一体的就地就近就业模式。乌什

县按照“引好特色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带动就地就业”的工作

思路，先后引进一批经济效益好、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项目落

户当地扶贫车间。阿瓦提县积极打造棉纺产业园、现代农业产业

园等产业集群，建成标准化厂房15.3万平方米、在建16万平方米，

引进落户企业73家，带动就业3000余人。

二、取得成效

在地县两级的主导下，乡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

来，广大农民特别是脱贫群众主动融入产业链，不仅实现了长期

稳定增收，而且改变了农村生产生活面貌和群众的精神面貌，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经济发展全面提速。通过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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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纺织服装等第二产业，加快发展

旅游、电商、快递物流等第三产业，农业农村经济实现快速发展。

2020年底，阿克苏地区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605.99亿元，较2015

年增加226.4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7594元，较2015年增

加6137元，增长34.9%。

（二）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攻坚期内，阿克苏地区累计

实施产业类项目1840个，投入资金31.71亿元，64871户脱贫户享

受产业扶贫政策支持，占全地区建档立卡脱贫户总数的99.2%。

脱贫户从产业发展获得收入占到人均纯收入的25%以上，为贫困

地区、贫困户如期摘帽脱贫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产业化水平提档升级。2020年底，全地区农产品加

工企业达到492家，产值突破250亿元；地区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

161家，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4309家、家庭农场160多家，创建国

家级示范社12家，自治区级示范社175家，辐射带动农户达14万

户，33.6万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爆发式增长，推动农业产

业化发展水平快速提升，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完善了

利益链。

（四）社会稳定基础更加扎实。乡村产业的发展为农民群众

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很多闲赋在家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成为产业

工人，有了事干、有了事忙。各族群众在各类经济组织、产业链

各个环节一起工作，共同生活、互帮互助，促进了民族团结、交

流融合，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成为思想主流。各族群众发

自内心感恩共产党、感恩总书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更

加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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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党的基层政权更加巩固。通过产业带动盘活乡村闲置

学校、厂房、土地等资产，大量农村闲置生产资料得到有效利用，

村集体收入实现大幅增长。基层组织有了更加充裕的资金改善乡

村设施、谋划发展、关爱贫弱群体，一大批懂管理、会经营的干

部也因此走上领导岗位，使党的基层政权更加得到拥护、更加巩

固。

（六）群众内生动力明显增强。在发展增收致富产业中，农

民群众相互比收入、比技能，在相互比较相互学习中逐步消除了

等靠要依赖心理，增强了自立自强、靠辛勤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

信心和勇气。同时，乡村产业发展为脱贫地区培养了大量会技术、

懂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实践锻炼，一部分农民群众已逐步成为

致富带头人，为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注入了强大活力。

三、有关建议

立足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建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和农民富裕目标任务，结

合调研和研究讨论，就阿克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建

议。

（一）编制乡村产业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根据各地乡村

产业现状、资源禀赋，以县为单位，按县编制、地初审、自治区

评审的程序，指导各地因村而异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系统把握各

地产业要素之间、不同产业相互之间、地域之间关联影响，突出

差异化发展特色，统筹把握供求平衡，做到整体规划、系统谋划、

谋定而后动。明确各地发展目标任务，精准设定产业项目，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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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年度、分步骤梯次推进产业建设，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

乡村产业发展全过程。

（二）转变产业帮扶方式,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立足巩

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针对不同目标人群，指导各地采取差异化产业帮扶方式。对有劳

动能力、有产业发展意愿的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可适

当采取短平快产业帮扶措施，尽快提高收入水平，消除返贫致贫

风险。对其他人群结合当地产业发展规模，有序培育发展管长远、

见长效、可持续的增收产业项目，稳扎稳打、长期坚持，促进乡

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和产业振兴。

（三）运用市场管理机制，促进扶贫车间持续健康发展。尽

快协调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扶贫车间认定标准和政策支持体系。建

立市场化管理机制，引导基层干部尊重和适应市场规律、经济规

律，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相结合方式参与扶贫车间管理。鼓励区

内外经营主体通过产业链向上延伸，参与扶贫车间运营管理，并

借助其人才、技术、信息、市场等优势资源，延伸产业链、增强

竞争力、扩大市场销售。

（四）健全人才工作体制机制，造就产业振兴人才队伍。指

导各地坚持乡村振兴人才先行，持续健全乡村人才体制机制，强

化人才振兴保障措施，拓展产业人才培养渠道，加快构建乡村人

才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培育培养生产经营性人才、一二三产业

发展人才、农业科技人才。同时，加强“访惠聚”驻村、选派第

一书记等工作，着力帮带培养党组织书记和优秀年轻骨干。通过

提升基层产业发展管理、经营和服务能力，破解乡村产业发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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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制约瓶颈。

（五）探索创新产业帮扶机制，抱团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指

导各地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选择地理位置接近、产业发展同向、

资源优势互补的行政村建立产业联盟，依托各村资源规模优势、

凝聚各级“访惠聚”工作队及后盾单位帮扶合力，搭建“思想同

心、目标同向、资源同享、工作同力、落实同调、管理同体、风

险共担、产业同兴”的抱团产业发展模式，打破思想壁垒、地域

限制，以强扶弱、以强带弱，抱团谋划布新局、规模发展求效益，

促进进乡村产业全面发展。

（六）打造乡村产业示范乡村，引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指导各地选择在客观条件上具有普遍性，在工作认识、方式举措、

组织保障上具有代表性的村，通过帮助理清发展思路、适当优化

资源配置、建立先行试点等方式，分别在一产、二产、三产和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等方面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可学可鉴

的示范乡、示范村等美丽乡村，以典型的案例、创新的经验做法、

显著的发展成效，引导基层干部在发展乡村产业上善思求变、积

极作为，增强发展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的信心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