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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市场占有率。雁塔区还积极协调辖区内的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组织，优先采购汉滨区的特色农产品，帮助汉

滨区的农产品进入更广阔的市场，实现可持续的增收。

劳 动 力 转 移 网 络 化 。 雁 塔 区 在 对 口 帮 扶 汉 滨 区 的

过程中，注重通过劳动力转移促进就业增收。建立和完

善劳务输出精准对接机制，开拓就业渠道，提供技能培

训，提高汉滨区群众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招聘活动，雁塔区积极帮助汉滨区脱贫劳

动力找到适合的就业岗位，实现稳定就业和收入。

宣 传 报 道 全 景 化 。 为 了 扩 大 对 口 帮 扶 工 作 的 影 响

力和知名度，雁塔区积极利用各种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报

道。制作宣传片、撰写新闻稿，讲述帮扶故事，展示帮

扶成果，传播帮扶正能量。同时，雁塔区还积极组织媒

体记者到汉滨区实地采访，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多

种渠道，全面展示雁塔区对口帮扶汉滨区的实际成效和感

人事迹，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好的帮扶氛围。

档案管理标准化。为了确保对口帮扶工作的规范化

和可持续发展，雁塔区建立了详细的档案管理制度。对

每一个帮扶项目、每一笔帮扶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

记录，确保帮扶工作有据可查、有迹可循。同时，定期

对帮扶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

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优化和完善帮扶措施，确保

对口帮扶工作能够持续、有效地推进。

截至今年6月，雁塔区对口帮扶汉滨区已五年有余。

通过不断总结帮扶经验，探索创新工作方法，雁塔区成

功打造出了雁塔-汉滨对口帮扶的“新样板”，为其他地

区的对口帮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加大产业支持和帮扶力度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而落实帮扶资金则是

发展产业的前提。雁塔区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对汉滨区的

产业投资帮扶力度，推动汉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财政支持和资金投入。根据省市要求，雁塔区每年

财政安排不少于300万元的帮扶资金，重点用于汉滨区产

业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并做好帮扶

项目资金使用和绩效管理。这些资金的投入不仅为汉滨

区的各类发展项目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还确保了每

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例如，2023年，雁塔区向汉滨区投入350万元的帮

扶资金，用于7个帮扶项目，包括忠诚蔬菜园区农产品加

工、全域旅游标志牌建设、富硒茶产业茶叶加工展销等

项目。项目投入覆盖汉滨区多个关键领域，极大地促进

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精准化产业帮扶。依托“公司+基地+脱贫户”的利

益联结机制，把帮扶资金精准投入到果蔬生产基地等联

农带农优势明显的产业中，致力于对汉滨地域特色产业

进行精准化帮扶。通过这种精准化的产业帮扶，雁塔区

帮助汉滨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使农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更加高效，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例如，忠诚蔬菜园区是汉滨区的一个重要农业项目，园

区现有高标准育苗温室22栋，配套全自动微喷灌系统、

精量播种机、可移动育苗床架等设施设备。园区不仅大

力 发 展 蔬 菜 种 植 ， 还 通 过 引 进 先 进 的 智 慧 农 业 物 联 系

统，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2023年，雁塔区向

忠诚蔬菜园区投资75万元，支持其进行日光温室的改造

和智慧农业系统的引进，使其成为首个联农带农的雁塔

区与汉滨区合作试点的农业产业园区项目。

推进智慧农业。在推进智慧农业方面，雁塔区为忠

诚村的老园区设施进行了改造，将老旧单棚改造为日光

温室，同时引进了智慧农业物联系统。该系统能够对大

棚内的水、肥、温、湿进行精准控制，大大提高了农业

生产效率和质量。智慧农业的引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

率，还使得农产品质量得到了保证。例如，通过智慧农

业系统，忠诚蔬菜园区能够精确控制每个大棚的灌溉和

施肥，根据土壤的氮磷钾含量以及温度、湿度，进行水

肥的最佳配比。这种现代化的农业管理方式，大大提高

了蔬菜的产量和质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推进产业项目。大力推进各种产业项目，促进汉滨

全面发展。除了蔬菜种植外，雁塔区还投资茶叶加工设

备生产线建设、粮食轮作高产高效项目等。例如，向越

泽现代农业公司850亩标准化茶园投资，不断提升茶叶

加工生产线设备。向茨沟镇瓦铺村投资，持续推进黑玉

米、羊肚菌等轮作高产高效农作物种植项目。这些项目

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土地流转、务工和售卖农特产品

的收入渠道，还通过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引入，提升了农

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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