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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乡村振兴局 2023 年 8 月 25 日

乐东县产业升级提质增效 增收富民共赴小康

乐东县依托山海优势资源，围绕热带高效农业，做大做强帮

扶产业，从以往散弱小的散种散养自主发展方式，转变为龙头企

业带动组织化帮扶模式，进而引进新奇特品种、发展深海休闲养

殖业，实现帮扶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三级跳，成功趟出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的产业帮扶新路径，有效促进全县帮扶对象稳定增

收。

一、聚焦高质高效，推动产业迭代升级

2018 年以前，乐东县帮扶产业以散种散养方式为主，产业

规模小，效益低，持续增收及抵御风险能力差，带贫益贫效果不

明显，难以有效促进帮扶对象稳定增收。为解决当时帮扶产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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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小、管理水平低、效益不明显、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况，2018

年初，乐东结合本县实际、科学决策，研究制定对经营不善的扶

贫合作社和产业项目处置方案。多部门联合成立合作社处置小

组，依法依规对经营不善的合作社进行分类处置，按照关闭一批、

停运一批、合并一批、转产一批的原则，全面分类清理处置全县

扶贫合作社，及时有效止损。对名存实亡、中止运营的合作社进

行关闭注销处置，对经营亏损、难以为续的停止运营，对规模小、

成本高、效益差的合并扩大经营规模，对回收的资金、土地及设

施组织盘活转产。搭建“企业+镇级合作社+帮扶对象”的帮扶平

台，整合资金投入企业合作发展优势帮扶产业，有效推动产业升

级、提质增效。

二、巩固一批优势项目，做大做强帮扶产业

乐东自然条件独特，是热带经济作物宝库，发展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18 年起，乐东通过“企业+镇级

合作社+帮扶对象”合作帮扶模式，打造组织化产业帮扶平台，

利用龙头企业产业规模大、品种优、品牌好、技术强、销售畅、

利润高的优势，带动农户大力发展火龙果、密瓜、金钱树、金菠

萝、毛豆、芒果、蛋鸡养殖、共享农庄等帮扶产业。2022 年，

共投入产业资金 5.8 亿元与 47 家企业合作发展帮扶产业，累计

获得产业收益分红 1.2 亿元。合作企业每年用工达 140 万人次，

每年给农户带来务工增收约 2.1 亿元，农户通过务工学习管理技

术，自我发展生产的能力快速提升，激发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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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产业快速发展。2018 年，全县火龙果种植面积约 6000 亩，

2022 年己超 4 万亩，合作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良好，近年来持续

滚动发挥带农益农成效。创建佛罗镇金钱村示范镇、建成海南柔

鸣红心火龙果有限公司等 6 个热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打造“方

老三西甜瓜”“高明火龙果”等一批农产品品牌。

三、提升一批产业品类，开辟产业发展新路

针对部分产业项目市场竞争加剧、品种老化、收益下降的情

况，乐东鼓励引进和培育新奇特优品种，为帮扶产业注入新活力。

一是成功引进燕窝果、“桂花香”荔枝、嘉宝果、紫钻无花果等

一批新奇特果蔬品种，推广种植榴莲、香水椰、沃柑、澳洲坚果

等热带新奇特水果。二是对市场竞争力差、收益低、经营困难的

项目中止合作，利用回收的合作本金投入发展前景好，带农能力

强的新产业，盘活闲置资金资产，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促进

帮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三是面对陆上产业发展所需土地有限，

增量受限的现实，乐东创新海洋资源利用模式，推动产业向深海

走，向休闲渔业走，支持企业发展深海养殖业，建设“海上粮仓”，

在离海岸线十多公里的海面上开辟龙栖湾深海智慧海洋牧场，建

成海南首座半潜式深远海智能养殖旅游平台“普盛海洋牧场 1

号”，随后接连建成 2 号、3 号平台，配套建设深海养殖千家镇

陆上科研基地、水产加工车间，延长深海养殖产业链，提高渔业

附加值，开辟了产业发展新业态，发挥出强大的联农带农富农潜

力，为百姓增收提供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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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全产业管理机制，护航产业健康发展

乐东在严格落实帮扶产业资金项目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建立

多层次、多部门齐抓共管的监管机制，一是设立县镇村产业监管

专班。建立 284 人的产业联络员队伍，跟踪服务合作企业及合作

社，实时掌握产业经营状况，对帮扶产业常态化监管，及时规范

资金使用和经营管理。二是引进科技兴农博士服务团。在利国镇

建成海南首个博士科技农庄，利用博士服务团的人才资源、科研

成果、技术力量支撑产业提质增效，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换，应

用新技术，引进新品种，有效促进增收。三是创新开展衔接资金

联合监管。统筹设立产业帮扶项目资金专户，由衔接资金使用企

业在合作金融机构统一开设资金专户，产业资金全部进入专户接

受监管。签订“合作企业+项目单位+金融机构”三方联合监管协

议，资金支付时，用款企业申请，项目单位按额度审核备案，金

融机构按协议要求审核后支付，定期把资金使用明细发送各相关

单位，及时掌握资金流向、用途及合规性。四是建立产业项目定

期检查评估机制。每年委托专业机构定期合作企业、产业合作社

进行检查评估，对产业项目实施主体的资金资本、项目运营、资

金安全、盈利能力、联农带农、诚信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

检查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加强监管和决定续约或退出的依据，确

保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乐东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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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加强“四力”联动 推动项目库建设“三提高”

为持续优化衔接资金项目管理，今年以来，白沙县认真贯彻

执行“项目为王”理念，积极统筹县四套班子领导、行业职能部

门、项目业主单位、属地村镇政府等多方力量，搭建“专班统筹、

部门配合、业主策划、镇村参与”的“四力”联动体制机制，将

政府投资项目库和衔接资金项目库同步抓，学会“十指弹钢琴”，

做优做实项目库建设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体系，提高项目谋划实施机制水平。出台

《进一步规范白沙黎族自治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

兴项目谋划实施的工作方案》，明确项目谋划实施的工作重点、

流程、步骤和时间节点要求，组建由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担任

组长和副组长，发改、财政、资规、农业农村、乡村振兴、民宗、

住建、交通、水务、审批等部门组成的项目谋划实施工作领导小

组，加强调配各方力量，做好统筹衔接。压实项目论证审核责任

分工，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交通局、县水务

局、县乡村振兴局等行业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分别做好项目总体

规划布局、可行性、必要性及联农带农机制、风险防控措施等要

素审核；县资规局、县林业局配合做好用地用林要素审核，确保

项目入库即可实施。

二是严格前期谋划标准，提高项目入库质量。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 2023 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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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工作的通知》，探索实行“六要素”法（即：项目入库前需

完善逐级会审研究、公示等程序，同步编制绩效目标、项目可研

（建议书）且完成报批，落实用地用林保障、风险防控措施等内

容），申报入库时一并提交完整的“六要素”材料，加强项目谋

划前期工作。各乡镇、各部门谋划项目前全面发动驻村工作队、

村干部和广大群众参与，充分认可，并积极同大队长、分管县领

导及相关职能部门沟通请示，确保项目意向可行、预期效益可实

现、要素条件可解决。

三是优化统筹规划机制，提高项目库建设效率。印发《关于

进一步优化项目库管理工作的通知》，实行“县统筹布局规划、

部门集中审核论证”的“每月一报”项目谋划制度，将政府投资

项目库和衔接资金项目库有效结合，常态化开展项目谋划储备工

作；实行分类申报审核制度，指定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产业发展类

政府投资项目申报审核工作；县发改委负责基础设施类、民生公

共服务类等政府投资项目申报审核工作；不属于产业发展和基础

设施类、但符合使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的项目，如技能培训类项

目，由乡村振兴局负责申报审核。在严格执行“六要素法”等前

期谋划程序的基础上，依次通过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进入预备

库、储备库、新建库，在建库“四级管理”（即项目完成可行性、

必要性论证后可进入预备库；项目完成可研报告、初步设计（实

施方案）及概算、规划选址、用地用林、环境影响评估、用地预

审等程序后可进入储备库；政府同意实施的项目可进入新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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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实施的项目进入在建库）。项目进入储备库时，对符合使用

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的项目将提交白沙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

导小组审议纳入衔接资金项目库。

截至目前，白沙县已执行“六要素法”完成四批项目谋划并

纳入 2023 年度衔接资金项目库，涉及 145 个项目共 107425.36

万元。其中产业项目 48个，资金 29677.63万元；基础设施项目

83个，资金 71691.03万元；培训项目 14个，资金 6056.7万元。

下一步将继续紧盯年度任务目标，持续发力做好资金项目管理工

作，增储优储新型农村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项目，加快推动项目

落地实施，为如期完成年度增收目标，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加快建设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打牢坚实基础。

（白沙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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