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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三大帮扶”

一 是 精 准 落 实 政 策 帮 扶 。 整 合 优 化 6 0 多 项 乡 村 振

兴、社会保障配套政策，不断完善过渡期“1+N”帮扶

政策体系和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政策报备跟

踪督促机制。建立“一户一议”“一人一策”“一年一

档”帮扶机制，开展一对一精准分析、定期检查、跟踪

监测和动态管理，坚持预防性措施和事后帮扶相结合。

加强各行业部门数据共享和比对，协同落实好教育、医

疗、住房、饮水等民生保障普惠性政策。特别是开展农

村供水定期排查和动态跟踪监测，落实建设资金，提升

378.7万人供水保障水平。

二是全面推进产业帮扶。推进“10+4”产业扶持模

式，即金融服务、消费帮扶、代种代养、以奖代补、入

股分红等10种支持方式和订单联结、股份联结、服务联

结、产业融合4种联农机制，用好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化

存款准备金、差异化金融监管和考核评估等政策，向符

合条件的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发放免担保免抵押、由

财政贴息并进行风险补偿的小额信贷、“桂惠贷”。三

年来，共投入中央和自治区衔接资金约113亿元用于支持

粮食、果蔬、桑蚕、特色林业、特色养殖、蔗糖、乡村

旅游、桂西芒果、六堡茶、螺蛳粉等特色产业发展；新

增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约79亿元、产业以奖代补资金

约31亿元，受益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152万人次左

右，产业帮扶覆盖率保持在90%以上。加大政策性农业保

险政策推广力度。截至2023年10月，广西农业保险保费

规模达50.2亿元，同比增长24.4%，保费增速、规模分别

居全国第8位和第14位。选派乡村科技特派员4000多名，

科学推广村级集体经济资产经营型、产业配套型、资源

开发型等6种发展模式。针对乡村产业项目用地瓶颈，

印发《强化乡村振兴用地保障若干措施》，采取强化国

土空间规划引领、支持设施农业发展、支持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等措施，着力解决县域空间保障和统筹不

足、项目用地保障难、城市建设用地盘活利用难度大等

诸多问题。

三 是 持 续 加 强 社 会 帮 扶 。 实 施 防 返 贫 就 业 攻 坚 行

动，推行“三个一批”，即通过平台政策强化支持自主

创业带动一批、帮扶车间和公益性岗位就近就地吸纳一

批、就业政策强化脱贫人口外出务工输出一批，确保有

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搬迁家庭至少一人实现就业。

2023年，实现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务工规模293.5万人，

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发放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4.7亿

元，惠及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114.3万人。开展“消费帮

扶助农增收集中行动”“消费帮扶新春行动”“万企兴

万村行动”“百县百品广西助农专项活动”“2023年脱

贫地区农副产品产销对接会”等多种形式的消费帮扶。

深 入 拓 展 粤 桂 东 西 部 协 作 ， 确 立 资 金 管 理 、 产 业 、 劳

务、消费、人才、社会帮扶等方面的协作任务。2023年

广东拨付财政帮扶资金17.6亿元，投产企业244个，共建

产业园区112个，援建帮扶车间375个；完善“一县一企

N车间”和粤桂高质量职教就业联盟等劳务协作模式，帮

助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76.6万人。约2.8万家民营企业参

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企业参与数量居全国第二。

（二）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和特色农产品供给协同推进

1、抓好粮食增产提质

一是严格执行耕地保护田长制度和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扎实推行国家耕地地力保护、稻谷生产等扶粮稳粮

补贴政策，合理推进土地流转、积极扩大生产规模，紧

紧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

二是推进农业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绿色化、

数字化发展，选育推广“桂系”良种、新种，研发普及

智 能 农 机 装 备 、 山 地 小 型 机 械 。 2 0 2 3 年 ， 认 定 农 作 物

（ 蚕 ） 品 种 3 2 6 个 ， 位 居 全 国 第 三 ， 其 中 水 稻 品 种 1 9 9

个，位居全国第二；创建5个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

械化示范县，综合机械化率达68.3%；在62个县投入4000

万元创建100万亩水稻高产攻关示范片、50万亩玉米高产

攻关示范片。

三是农业配套设施现代化，深入实施《广西加快推

进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年）》《广西

设施农业项目建设流程指南》，持续改善农田水利、冷

链物流和“三通一平”等配套设施，实现农业大省向农

业强省转变。2023年，共投入34.6亿元建设210万亩高标

准农田，亩均财政投入达到2000元。

2、完善多元化农产品供给体系

充 分 发 挥 广 西 作 为 全 国 的 “ 果 盘 子 ” “ 糖 罐 子 ”

“菜篮子”“肉案子”作用，利用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

然 资 源 ， 协 同 开 发 各 种 食 物 资 源 ， 合 理 构 建 粮 经 饲 统

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

供 给 体 系 。 成 品 糖 、 水 果 等 产 量 连 续 多 年 保 持 全 国 第

一 。 打 造 农 产 品 加 工 品 牌 ， 实 施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提 升 行

动，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等发展农

产品产地初加工，引导大型农业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和提档升级，实现农产品加工业延链强链补链，提高

农 作 物 综 合 利 用 价 值 和 农 产 品 附 加 值 。 截 至 2 0 2 3 年 1 0

月，全区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3500家，其中年

销售额亿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400家；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2409.9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农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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