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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困概况

竹山县地处秦巴山区腹地，集革命老区、库区、山区于

一体，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湖北省深度贫困县。全县总

人口 47 万，辖 17 个乡镇 244 个行政村（社区），其中贫困

人口村 239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61 个。2014 年初，贫困人

口总规模 48536 户 146564 人，贫困发生率 37.4%。到 2019

年底，全县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0.07%，实现整县摘帽目标。

二、政策措施

（一）落实运营奖补政策。制定出台《竹山县扶贫车间

建设实施方案》、《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四项重点工作”方

案》等政策性文件，实现生产经营市场主体管、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政府帮的产业建设发展格局。2019 年全县统筹扶贫工

厂、车间、作坊建设资金 6205 万元，对年销售额达 2000 万

元，吸纳贫困人口就业占 30%以上的扶贫工厂，根据投入规

模大小及运营效益给予运营奖补；对扶贫车间有稳定就业 15

人以上，吸纳贫困人口就业占 30%以上的，给予一定运营奖

补；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年建设或持续稳定发展的家庭作

坊，年经营收入达到 2.5 万元的给予适当奖补。

（二）落实招工稳岗政策。出台稳岗补贴政策，对园区

及乡镇规模扶贫工厂新招录的就业稳岗一年以上从业人员，

按每人 6000 元标准给予企业稳岗补贴，主要是对企业新招



录人员因技能不熟练、员工稳岗率低进行补贴，切实解决就

业人员上岗、培训、稳岗的政策问题，确保扶贫工厂就业人

员招得来、稳得住。

（二）及时优化政策落实。县扶贫攻坚领导小组适时召

开乡镇扶贫工厂（车间）建设成员单位联席会议，调整相关

奖补政策。具体地对经营主体自建（已建、新建）或租用标

准厂房的规模扶贫工厂、扶贫车间，经县复核验收小组审核

验收达标，分别给予 50 万元、5 万元运营奖补，次年通过复

验且稳定经营达标的继续享受运营奖补政策，直至国家取消

扶持政策为止。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建、新建的扶贫作坊，

由乡镇人民政府按年经营收入不低于 2.5 万元审核验收后，

每户给予 1000 元奖励，进一步提高贫困户参入创办家庭扶

贫作坊的积极性。

三、具体做法

（一）创新思路，探索发展新模式。各乡镇在建设扶贫

工厂、车间、作坊时，按照“一扶二引三培育”的工作思路，

壮大扶贫产业，提升带动能力。即“一扶”：通过政策扶持，

推动能人、艺人、回乡创业人员参与茶叶、食用菌、中药材、

干鲜果、小杂粮等农业产业化项目建设，提升产品附加值，

拓宽销售渠道。如南口村南下务工的范恒奎，2017 年 12 月

利用“竹山郧阳大鸡”产品招牌，成立竹山鑫茂郧阳大鸡繁

育扶贫工厂，通过政府支持、政策扶持、技能培训，目前年

销售额达到 1600 余万元，带动 32 名贫困人口就业增收。“二

引”：一方面，按照依托园区、辐射农村的思路，支持嘉麟



杰、斯慕丝、富韬等园区总部企业，在乡镇布局建设一批服

装、纺织、电子规模工厂，以稳定的产品销售市场作保障，

推动园区企业、扶贫工厂、车间做大做强。如宝丰镇晟泰服

饰有限公司为竹山嘉麟杰服饰分公司，厂房用地由政府根据

经济运行效益及带动脱贫成果给予适当补助，招工用工、技

能培训由政府进行宣传、引导、组织。另一方面，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赴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洽谈对接，

成功引进生物有机肥、伟锋鞋业、稀兔养殖、神龙中药材、

竺山红农业等扶贫工厂落户运营。“三培育”：乡镇党委政

府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千方百计帮助扶贫工厂、车间拓市

场、扩规模，延伸产业链，形成龙头企业领建扶贫工厂、扶

贫工厂带动扶贫车间、扶贫车间推动贫困村、贫困户产业发

展新格局。如大庙乡陈孝勤创办邻陕农副产品加工专业合作

社，发展初期面临的原材料短缺、资金不足等问题严重困扰

着企业的发展，经政府及村两委大力支持，采用“企业+村

委会+基地+会员”的发展模式，与黄土梁、鲁家坝村、四庄

坪村 70 户贫困户达成种植销售协议，形成技术服务、种子发

放、农资配送、产品收购等稳定的经营模式，帮带贫困户 60

户，通过务工，户均增收 4000 元以上，年度创收 200 多万

元。

（二）创新方式，培育技能型人才。对扶贫工厂、车间

有培训需求的贫困劳动力及就业人员，灵活设置培训课程，

注重实际操作需要，并实行连续性、滚动性技能培训，进一

步提升贫困劳动力技能素质和就业能力。截止目前，共培训



扶贫工厂、扶贫车间产业工人 6020 人，落实相关培训补贴

政策 375 万元。

（三）典型引路，激励多点开花。对已投入运营“三稳

定”（经营效益稳定、员工队伍稳定、从业收入稳定）的扶

贫工厂、扶贫车间、扶贫作坊典型案例，认真总结经验，特

别是对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农户+基地+工厂（车间)”

的模式加大媒体宣传报道，以典型引路的方式，增强市场主

体发展的信心和觉醒，全面推进乡镇规模扶贫工厂、车间、

作坊高质量发展。

四、主要成效

扶贫车间是就业扶贫的新载体，是更快捷更管用的就业

扶贫实体，县委县政府把建设扶贫车间当作脱贫攻坚的重点

任务来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大力创办扶贫车间，

将其作为有效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难题的重要举措。截

至目前，已建成投入运营扶贫工厂 32 家，扶贫车间 113 家，

扶贫作坊 623 家，涉及针织、茶叶、食用菌、中药材、禽畜

养殖、农业生产、竹木加工、乡村旅游等领域，吸纳 7312

名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5024

名，70%的贫困劳动力至少掌握一门就业技能，人均月增收

1200 元以上，实现了“一人稳定就业，脱贫致富一家”的目

标，通过出租厂房或集体资产入股等方式，村集体经济收入

得到显著提升。此外，扶贫工厂（车间）的建设，解决了一

大批需要在家照顾老人小孩不能外出的人员就业问题，做到

挣钱顾家两不误，实现稳定脱贫。



五、经验启示

（一）因地制宜是前提。结合资源优势建设扶贫工厂（车

间），各乡镇主动联系在外地创业的能人、名人和有望来本

地投资的客商，投资技能易掌握、不受年龄结构限制、易分

散加工的产品领域。同时，结合实际制定本乡镇产业规范发

展的激励制度、贫困户利益联盟机制，准确定位，精准施策，

稳定发展，杜绝盲目跟风、急于求成和形式主义。

（二）跟进服务是关键。县乡互动加强指导，跟进服务，

及时协调解决扶贫工厂（车间）招工稳岗、设备扶持资金、

贫困劳动力就业等问题。积极引导茶叶、畜禽等农产品种养

殖扶贫工厂（车间）与有实力的龙头企业联盟，与电商销售

平台对接，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增强发展后劲。

（三）巩固提升是目的。将已投入运营的扶贫工厂（车

间）作为乡村振兴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来抓，注重种养产

业向深加工发展，坚持培育一个、稳定一个、发展一个。重

点解决易迁安置点、人口集中村院的人员就业问题，着力解

决留守对象、残疾人员外出务工难、收入不稳定等问题，大

力发展“居家式”加工产业，增强扶贫工厂辐射带动能力。

（四）政策扶持是保障。出台扶贫工厂、车间、作坊认

定奖补文件，对全县符合扶贫工厂、车间、作坊认定条件的

分别给予不同等次的运营资金奖补，增强返乡能人、乡村艺

人、龙头企业创建扶贫产业实体的积极性，为扶贫工厂（车

间）发展提供坚强政策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