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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帮扶，舆论先行。自宁波与黔西南、延边等地区建立脱贫攻坚合作关系以来，
宁波人低调实干，为对口帮扶地区提供了无私援助。连续多年举办的“甬黔携手、万人
助学”、“图书传递”、“温暖午餐”等大型献爱心社会公益活动，1万多名市民参与，结
对认助了近2万名大中专贫困学生，资助了6万多名贫困学生。

扶贫先扶志。在全社会要积极营造精神脱贫的舆论氛围，激发扶贫工作的内生动力。
在今后帮扶工作中，应进一步凸显舆论强势，聚焦精准扶贫的“宁波故事”，深入挖掘宁波
和延边州、黔西南州等地人民自我造血、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故事。只有传播了精准帮扶
的声音，阐述了理念，其公信力和美誉度得以提升，帮扶的“精气神”才能真正被提起来。

“既要授人以鱼，又要授人以渔。”如今，宁波站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沿，肩负
着国家交代的重大使命与担当，把精准帮扶工作干在实处，站在高处，想在远处。

营造舆论提振帮扶“精气神”G

精准帮扶
宁波应有新担当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 陈旭钦 王斯佳

山海连，爱无疆。这几天，74名
宁波挂职干部启程分赴贵州省黔西南州
和吉林省延边州，进行东西部扶贫协
作。“我很骄傲再次被组织选派挂职，将牢
记使命职责，不负组织重托，像热爱家乡一
样服务延边州发展，为宁波争光！”宁波经
合局综合调研处副处长赵鹏程如是表态。

立下愚公志，啃下硬骨头。绝不让一个
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让中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这是我国政府的庄严承诺。按照中央和省委
统一部署，宁波和吉林省延边州、贵州省黔西南
州、西藏自治区比如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
县、青海省天峻县、重庆市万州区等地建立了对
口帮扶协作关系。

进入新时代，对于精准帮扶工作，宁波应有
新的历史担当。

精准帮扶，善讲故事
精准扶贫，相对粗放扶贫而言，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

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
理的治贫方式。扶贫开发工作，贵在精准，重在精准，让贫
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

精准帮扶应突出问题导向，因地制宜，构建“精准共
情”的传播思维，寻找挖掘契合“本质真实”的故事，善于
讲故事，释放“故事力”。

贵州省黔西南州义龙新区顶效镇楼纳村素有“中国布依
第一村”之称，2011年5月8日习近平同志曾考察过这个布
依族村寨，当时还是国家二级贫困村。但楼纳村离马岭河大
峡谷和万峰林景区都不远，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该村在
宁波市扶贫办对口援建下，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民俗旅游致
富，如今全村5200余人已全部脱贫。

楼纳村村民吴尚连坐在自家开的田园客栈门前织毛衣，
见有几名游客走来，立即上前泡茶。三层小楼前是一个100
多平方米的水泥平台，上面有两个柴火灶，水泥平台外面是
一个菜园，里面长着各种蔬菜。

“楼上的7间客房里都住着客人，能在家门口悠哉悠哉地
赚钱，得感谢宁波人对我们村的帮扶。”吴尚连说。在楼纳
村，有20多户像吴尚连家一样开着可以提供食宿的乡村客栈。

据统计，宁波市和贵州黔西南州建立对口帮扶协作关系
后，从1996年至 2017年，宁波累计帮助援建黔西南州卫
生、教育、农业园区建设、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等项目1643个，在黔西南州投入资金6.04亿元。其中，新农
村示范点144个，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基地15个，改善1430多
所学校的办学条件和100多所医院（卫生院）的医疗条件，
资助大中小学贫困学生6万多名，培训各类人才2万多人次。

“宁波的对口帮扶，对黔西南州而言，是产业转型发展的
引爆点、城市加速发展的推进器、人才素质提升的催化剂。”
黔西南州扶贫办常务副主任李选志说。黔西南州在宁波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精准施策、精准推进、精准落地“五精经
验”扶助下发生的巨大变化。

发展特色产业寻找脱贫钥匙
选择发展特色产业作为扶贫工作的落脚点，因地制宜发展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种殖饲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民间工艺业，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贫困户分享农
业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增值收益，发挥精准扶贫的推动作用。

黔西南州睛隆县通过养殖波尔山羊、普安县养殖长毛兔、安
龙县种殖食用菌、贞丰县种殖花椒等发展特色产业，一些农户找
到了脱贫钥匙。

长毛兔产业是镇海区对口帮扶普安县的一个项目。目前，普
安县长毛兔存栏量达140万只,长毛兔养殖户750户。我市帮扶的
睛隆县波尔山羊养殖项目，现已发展到全县14个乡（镇），4万
余人从中受益。

我市资助建设的安龙出口食用菌农业示范园区，核心区已建
成菌包生产、分选、冷藏等车间和深加工厂、浙江大学安龙食用
菌研究中心等，标准化种植大棚559个，年可生产鲜菇7650吨，
产值2.03亿元。基地现已入驻种植农户258户760人，其中精准
扶贫户206户619人，带动1000余人就业。

2017年，宁海县投入资金200万元，在晴隆县茶马镇建成林
下养鸡项目和养牛项目等，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390余户增
收。为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初步确定实施晴隆县凉水社区育苗
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解决晴隆县境内所有苗木供
应，并带动周边贫困户安置就业，增加收入。

我市还通过帮助对口地区引进种植养殖新品种，发展优势产
业。当地传统特产丹寨硒米、普安天麻、中药材等，经过发掘、改
良，现已逐步形成了品牌效应。帮扶引进的杨梅、茶叶、板栗、李
子、水蜜桃、黄花梨、白枇杷等新项目，也初步形成产业化规模。

帮扶路径，“八仙过海”
每个地方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地理区位、政策机遇不尽

相同，每个贫困户的贫困原因、贫困程度、特点以及脱贫、返贫
的可能性也不同，因而扶贫的办法也要因地制宜、因人定策。在
精准帮贫的实际工作中，可从聚焦特色产业发展扶贫、加强技能
培训教育扶贫、利用“互联网＋”扶贫、金融支持扶贫、结合生
态保护脱贫等领域，作为路径选择。

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
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
措。宁波如何与延边州、黔西南州加强协作，
可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
大战略入手，也可从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
对外开放新空间大布局入手。

宁波与黔西南、延边等地已有农业帮扶，
共建园区、基地的成功经验，下一步可从产业
共兴、市场共建、品牌共塑的角度入手，加强
宁波与对口帮扶地区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
对外开放、现代农业、高端服务业等产业方面
的合作。

发挥甬商甬企作用，鼓励宁波企业家前往
贫困地区考察当地区位资源、营商资源，吸引
社会资本助推产业扶贫。一方面，采取市场化
运作和产城结合、共建产业园区、“飞地经济”
园区的形式，引导两地企业和项目在园区内落
户，引导东部地区人才、资金、技术向对口帮
扶地区流动，嫁接宁波资本、宁波技术和浙江
市场，共同探索“总部+生产基地”模式，鼓励
服装纺织、汽车零部件制造、高端装备等产业
赴受帮扶地区投资兴业、成链条转移。

另一方面，借助宁波相对优质的营商环
境，引导对口帮扶地区潜在的自然资源、技
术、劳动力资源与宁波本地资源、资金和人才
相结合，共同开发新产业、新业态。

作为宁波与延边对口协作的重要内容，吉
林（延边）浙江产业示范园规划面积6平方公
里，将打造生命健康产业集聚区。在生物医药
方面重点培育国药集团、修正药业、华润医
药、“正官庄”人参等国内外知名医药企业；
在健康食品方面挖掘人参、松茸、林蛙等延边
食材资源，打造“产学研用”一体的健康食品
产业链；在养生养老方面依托长白山自然资
源，打造医疗养生、休闲度假、工业旅游于一
体的产业布局。

布局“飞地经济”
产业园帮扶B

加强技能培训扶贫，可使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宁波一些企
业将开展扶贫与技能培训教育相结合，与黔西南州有关职业院校、技工学校联手招收贫
困家庭子女，开展家政服务、旅游餐饮、美容美发、物流配送等订单定向培训，使得有
些贫困家庭青年至少掌握一门致富技能脱贫。

通过劳务协作转移就业带动脱贫，健全两地人才资源市场联动机制，增加对口帮扶
地区劳动力与宁波企业面对面交流、沟通的机会，鼓励宁波企业优先录用对口帮扶地区
的劳动力，促进对口帮扶地区人才向宁波及长三角周边区域输出，也为宁波制造业企业
提供更多劳动力支持。

事实上，20多年来，我市通过各种途径，为黔西南州培训各级党政干部、老师、医
生和各类技术人员2万多人次，进行农业科技和非农就业技能培训3万多人次。并通过
校企合作、劳务输送等多种形式，接纳3万余名贵州劳动力来我市务工。

拓展教育培训扶贫朋友圈C

电商扶贫，被国务院扶贫办列为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当前在电商扶贫领域，从政策设
计到基层试点、连片部署，邮政、供销社等系统在贫困乡村设立物流配送服务网点，再到
社会动员与组织创新，从“授人以渔”到“营造渔场”，电商扶贫方式正在全面铺开。

通过“互联网+扶贫”手段，鼓励宁波电子商务等企业帮扶对口地区建立农产品、
农俗产品网销体系，为贫困地区名优特产和优势资源走向市场搭建快车道，扩充市场需
求，培育具有当地特色农产品的网销品牌。完善网购、电子结算、物流跟踪等综合服务功
能，打通农村电子商务“最后一公里，帮助低收入农户通过开办家产品网上销售平台等方
式减贫致富。搭上互联网快车，让农民转型为具有新经济思维、自立自强的新农民。

打通电商物流“最后一公里”D

当前，国家在部分贫困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等重大生
态工程，加大对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的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可创新
生态资金的使用方式，开展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完善生态保护补助政策。

绿水青山也同样是“金山银山”，去年1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建设方案》，标志着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完成了总体设计，并正式启动。碳市场的建
立完善为精准扶贫提供又一新的路径方向。

未来，宁波可借力碳排放交易市场，落实与对口帮扶地区共同搭建碳普惠制平台，
并且与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对接，出售对口帮扶贫困地区产生的CCER（核证自愿减排
量），鼓励有额度需求的企业和个人通过这一渠道认购碳排量，实现帮扶地区与对口帮
扶地区碳排放配额抵消。

借力碳交易共筑“金山银山”E

鼓励宁波本地金融机构到对口帮扶地区开设机构，充分利用信贷、保险等多样化的
金融手段与杠杆工具，撬动当地金融资本“倍数效应”，破解当地“贷款难、贷款贵”
问题，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和贫困群体的自力更生能力，促进扶贫工作从“输血
式”向“造血式”转变。

比如，鄞州银行作为发起行，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已在新疆石河子、五家渠、哈
密、克拉玛依、四川南充、广西平果、防城港等地设立30家村镇银行。

下一步，需创新金融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开发设置产业扶贫贷款、村民农户小微
信用贷款、村民职业教育项目贷款、民俗文化旅游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契合当
地需求的个性化贷款模式，为贫困地区不同层次的贫困人口提供针对性的免抵押、免担
保、利率优惠的小额信贷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以及贫困人口
教育和就业创业。

金融杠杆撬动“倍数效应”F

新疆
库车县

贵州
黔西南州

西藏
比如县

青海
天峻县

宁波

吉林吉林
延边州延边州

重庆
万州区

A

宁波对口帮扶协作地区

贵州黔西南州义龙新区顶效镇
楼纳村。 记者 陈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