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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探索支农资金折股量化产业帮扶的做法与建议

钟伟来稿说，

绍兴市柯桥区大力

推进新时代“柯桥

农匠”培育工程，帮

助重点群体实现高

质量就业创业，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注入新动能。

大国工匠成就

大国重器。无论是

中国制造、中国创

造，还是大国重器、

超级工程，从落地

实施到普惠百姓，

都是大国工匠发愤

图强、刻苦攻关的

成果。但在经济全

球化背景下，那些

任劳任怨、精耕细

作、一丝不苟、不断

创新、心无旁骛地

专注于农业生产的

“农匠”往往被大众

所忽视。

与各行各业的

“工匠”一样，数千年来，“农匠”一直

存在，古有氾胜之、贾思勰、王祯、徐

光启等“四大农书”创始人，今有马

世钧、侯光炯、袁隆平、吴瀛洲等四

大农业科学家，他们敬天爱土，孜孜

以求，专注钻研种植技术，推动中国

农业文明成为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

瑰宝。

现代农业文明更离不开新时代

“农匠精神”。在农产品生产中，尤

其需要发扬“农匠精神”，对每一粒

粮食、每一棵蔬菜、每一瓶牛奶、每

一块肉，甚至每一道“农家乐”的饭

菜都要不断“打磨”，让农产品和服

务精益求精、至臻完善，这才是提高

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法宝”。

只有把“农匠精神”注入到农业

发展创新的实践中，用“农匠精神”

为国“铸犁”，才能创造现代农业发

展更美好的明天。如“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 50

多年，扎根农业科研第一线，辛勤耕

耘、不断探索，他一介“农夫”，淡泊

名利，敬业专注，为解决中国及世界

人民的吃饭问题作出了杰出贡献。

这是现代“农匠精神”的真实写照。

“农匠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内

涵一致，是一种职业精神。培育“农

匠精神”，要以现实需求为导向，以

农创客等为培养重点，围绕当地特

色产业，利用高职院校等优质师资

和教学资源，在“家门口”开设就业

技能培训项目，因地制宜搭建村级

就业技能培训平台，鼓励“农匠”创

办领办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带动

农户走向共同富裕。

传承“农匠精神”，需要从娃娃

抓起，将其融入到课程体系、学科研

究、社会实践中，贯通大中小幼各个

学段，覆盖家庭、学校、社会各个方

面，让学生在学农的过程中更好地

磨砺品格、展现特长。发扬“农匠精

神”，也需要提高农技人员的社会地

位和薪资待遇，吸引更多人才投身

其中，激励“农匠”在共富先行上争

一流、当标兵，为现代农业发展贡献

力量。

唯有大力培育“农匠”，弘扬“农

匠精神”，才能为建设农业强国、实

现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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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化规范管理。必须严格控制

项目准入，保证项目质量，所有提报项目

均要经过严格筛选，优中选优。申报入

选的项目必需经专家实地勘察、审核、评

审、公示、审定、备案6道关。同时建立健

全项目信息管理系统，实行项目库管理，

强化项目储备，使“钱等项目”向“项目等

钱”转变，不断提高项目和资金的科学

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二是加强示范推广。在继续抓好省

级乡村振兴综合试点项目实施的同时，

集中财力推进一批市级低收入农户同步

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项目，通过典型示

范，引导折股量化项目从单一的物业经

营性项目向带动山区低收入农户增收明

显的优势特色农业产业类项目推进，比

如柚类、茶叶、中蜂、中药材、食用花卉

等，通过以点带面，扩面提质，促进特色

农业产业与低收入农户增收同步发展，

全力打造折股量化帮扶模式2.0版。

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农业农村等主管

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加强政策指导，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落实对折股量化项目涉及的

用地、用电、银行贷款及税收方面给予优

先支持，为重点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帮

助推进项目加快落地见效。鼓励承接主

体购买商业保险，分散和降低经营风险，

增强履约能力。探索利用保险保费补贴

等扶持政策，对承接主体给予适当支持。

四是鼓励探索创新。进一步深化折

股量化机制创新，探索折股量化模式由

精准帮扶向推动共同富裕拓展。优化政

府资源再分配，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激活

农村闲置资源、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引

导村集体抱团承接农业产业项目，并吸

引镇域范围内的农户和社会资本等共同

参与项目建设，集体共享投入资产的所

有权益和收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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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建议

基本做法

一、创新机制、多方联动，破解财政

帮扶资金“投放难”。由于以往帮扶项目

分散、财政扶贫资金使用范围不明确，导

致财政资金存在“撒胡椒面”现象，出现

资金难分配且拨付率低、问责压力大。

将财政支农资金量化为低收入农户资产

股权，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和职

能互补，可实现精准帮扶。一是加强制

度设计。2017 年温州在全省率先出台

《温州市财政支农资金折股量化扶贫试

点工作实施意见》，选择瓯海、洞头、永

嘉、苍南、泰顺等五个县（区）开展试点。

按照省级扶贫资金 70%投入产业的指

导方向，各级财政安排扶贫资金及其他

涉农资金、挂钩帮扶资金用于折股量

化，为扶贫资金使用找到了一条新路

径，破解扶贫资金使用难的问题。二是

强化多级联动。构建“市级指导、县级

引导、乡镇主导、乡村（农户）主体”工作

格局，市财政局和市乡村振兴局（扶贫

办）主动介入，帮助解决各试点地区实

际运作中遇到的政策处理和资金难题；

各试点地区所在县（市、区）乡村振兴局

（扶贫办）和财政部门自上而下为乡镇

和村集体组织在项目谋划及落地方面

提供政策解析与处理指导，帮助对接企

业具体项目。三是突出一地一策。各

地因地制宜，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农村自

然资源开发、农村经营性集体物业、产

业发展等项目，多元化投资、多形式运

营确保稳定收益。

二、转变理念、注重实效，破解财政

帮扶资金“收益难”。传统的财政扶贫资

金投入方式，注重“输血”，忽视“造血”，

存在“大水漫灌”的现象，资金使用效益

不高。而折股量化项目所得收益按照3:7

的比例分别量化给村集体和低收入农

户，以此形成“村集体+低收入农户+企

业”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模式，实现财政资

金“精准滴灌”，确保村集体经济和低收

入农户双增收。一是低收入农户促富。

以往一些低收入农户脱贫致富的主观意

愿不高、自身能力不足，不同程度存在

“等、靠、要”思想。而借助合作社、龙头

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共同参与和资金

投入，弥补了低收入农户在能力、资源、

技术等方面的短板，达到“真扶贫、扶真

贫”效果。二是村集体经济增收。村集

体经济组织不仅获得了财政资金投入后

所形成的资产，同时获得资产入股经营

主体后带来的收益，增加了其参与项目

的积极性。项目推进过程中，引入了更

多社会资本，激活了乡村各种沉睡资源，

为村集体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三是财

政资金增效。大量沉淀的帮扶结余资

金、财政存量资金被盘活，撬动社会资本

投入呈几何式增长。

三、靶向监督、动态调整，破解财政

帮扶资金“监管难”。传统的财政扶贫资

金分配受帮扶对象限制，项目“多、小、

散”，资金监管难度大，且基层帮扶力量

普遍严重不足，帮扶对象多，难以监管到

位。支农资金折股量化产业帮扶不仅铸

牢了财政扶贫资金“安全坝”，还通过实

施动态监管实现了低收入农户“增收入”

和帮扶项目“稳增长”。一是参与主体全

员监督。折股量化帮扶新模式，引入低

收入农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多个参与

主体，项目实施过程中村集体通过召开

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等形式实现全员

参与监督，弥补了财政扶贫资金仅有政

府相关部门监管而无法对项目有效性进

行长期跟踪的薄弱点，构建了财政资金

长效监管机制，保障了资金使用长期安

全有效。二是受益对象动态调整。各试

点地区折股量化的受益对象选择为建档

立卡的低收入农户群体。每年比对低收

入农户数据库及民政部门的低保和救助

对象数据库，对受益对象实行动态管

理。同时，将折股量化项目收益视同为

政府或村集体慰问资金，不计入民政部

门核定低保和低保边缘户认定的收入核

算，确保低收入农户通过获得折股量化

项目收益改善生活水平。三是项目收益

动态监控。投入的财政资金以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为参考依据，规定试点项目每

年投资回报率不低于5%，并建立收益动

态调整机制，保障合理回报。

主要成效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温州市财政资金折股量化

产业帮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不仅提高

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盘活了农村存量

资源和闲置资源，也增强了村级组织的

战斗力、凝聚力，实现了低收入农户增收

致富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双赢”。但

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经营主

体承接项目积极性有待提高。一些经营

主体表示，扶贫资金项目检查过严、过

频、问责过重，使得项目承接经营主体所

承受心理压力很大，之所以愿意承接项

目，主要是出于为村里作贡献和帮扶低

收入农户的心态。二是农业产业项目投

资相对偏少。由于农业项目技术性强，

短期效益不明显、风险大、见效慢，一些

短期风险高但长期效益看好的农业产业

类项目涉足较少。三是折股量化工作机

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来稿摘登

□张文明 林若海 陈正运

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近几年，温州市积极探索开展财政支农资金折股量化产业帮

扶试点，通过财政资金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并形成资产，再折股量化给低收入农户，推动形成“村集体+农户+企业”的

紧密型利益联结模式和精准稳定持续的财政支农资金折股量化帮扶长效机制，实现村集体经济和低收入农户双增

收。截至2021年底，温州市共谋划打造折股量化项目306个，累计投入各级财政资金7.5亿元，撬动社会资本6亿

元，惠及低收入农户3万多人，户均年收入增加近2000元。

财政资金折股量化流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