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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来到位于赣州市信丰
县工业园区的江西兴邦光电有限公
司，只见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紧张操
作。据悉，该公司是信丰县首家成功
挂牌新三板的电子信息企业。今年一
季度，该公司营业收入达 1879 万
元，同比增长 10.6%。在兴邦光电等
一批电子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下，该
县一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完成
工 业 总 产 值 8.7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9.26%，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34.6%。

电子信息产业科技含量高、资源
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
对传统产业拉动作用大，这些特有的
优势符合信丰县的发展定位。因此该
县着力做大做强电子信息、食品制
药、新型建材三大优势产业，其中电
子信息产业居于首位。按照“发展升
级”的要求，该县确立了“龙头企业
拉动、配套企业跟进、产业集群发
展”的总体发展思路，始终坚持产业
招商，对骨干龙头企业加大扶持力
度，促使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在做大
龙头的同时抓好产业配套，加速培育
壮大产业集群，提出打造电子信息等
3个百亿产业目标。为促进电子信息
企业抱团发展，该县还组织成立了信
丰电子信息行业商会。

为培育以电子龙头企业为主引擎
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地，加速电子
信息产业集聚，提升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层次，增强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
力，该县立足高起点、高品位、高标
准 ， 在 工 业 园 区 西 区 规 划 了 占 地
8039 亩的电子器件产业基地，发展

电子元器件、印刷线路板、家电、光
电等四大产业，并规划了物流区、居
住安置区、中心服务区、商贸区等配
套服务区，着力把该基地建设成一个
集生产、科研、商贸、物流、休闲、
居住为一体的工业新城，构筑产业发
展集聚区。目前，基地有电子信息投

产企业 66 家、在建企业 13 家、已签
约企业 19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22
家、新三板挂牌上市企业2家，产业
集群效应已初显。

该县以《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
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和
工信部《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意见》出台为契
机，不断拓展产业发展平台，积极承
接长珠闽、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电
子信息产业转移，制定出台了《信丰
县鼓励投资的若干政策规定》《关于
加 快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与当年纳税额相挂钩，实行不
同类别的奖励；对技改扩能、增资扩
产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3000 万元以上
的企业，同样给予相应标准奖励，鼓
励现有企业进行“二次创业”。同
时，突出招引产业上下游配套的“增
链”“壮链”“补链”项目，组织专业
队深入产业转移核心城市，有针对性
地开展招商活动，引进了一批上下游
配套企业。

围绕赣州市“主攻工业，三年翻
番”的工业发展目标，该县成立攻坚指
挥部，组建项目攻坚团队，推行“六个
一”工作机制和“四个一”协调调度机
制，全力破解项目用地、融资、环评等
瓶颈，促进了瑞德电子、富宏电子等一
批重大项目竣工投产。今年以来，该县
掀起了项目建设“攻坚潮”，打响重大
项目建设“百日会战”：总投资 9 亿元
的科之光电子科技（信丰）有限公司年
产 1000 万台蓝光高清光学头及通信
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工程9月可竣工投
产，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产值20亿元以
上；总投资 3 亿元文峰电子项目正在
安装设备，5 月份可投产；总投资 1.2
亿元利裕达电子项目正在进行厂房二
次装修，6 月份可投产；7 个正在建设
的线路板项目，项目总投资超过20亿
元……信丰县电子信息产业正阔步向
百亿元产业集群挺进。

信丰：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朱 凯 赖清华

寻乌是原中央苏区全红县，又是香港
同胞的重要饮用水源地。这个国家扶贫开
发的重点县，既要在脱贫中攻坚拔寨，又
要承担着东江源头生态保护的重任，经济
发展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

面对脱贫攻坚这篇文章，寻乌要怎样
写出彩？

施策精准 “苦坑”不苦

寻乌县南桥镇古坑村，附近老表原来
都叫它“苦坑村”。村民谢贱凤，丈夫几年
前患病去世，留下巨额债务，生活非常困
难。

帮扶干部因户施策，帮助谢贱凤贷款
安装光伏电站，2015 年 9 月并网发电。谢
贱凤说：“现在用电不花钱，多余的电还能
赚钱，一年下来相当于多养了10头猪。”电
站设计寿命 20 年，正常情况下 4 年可以回
本，20 年内可使贫困家庭增收近 10 万元。
目前，村里 82户具备安装条件的农户都安
装了光伏电站，其中贫困户就有 34户。下
一步，光伏扶贫将整村推进，确保不漏一
户。

几年过去了，古坑不再是“苦坑”，一
半以上的贫困户脱贫。村庄干净整洁，绿
树成荫，新楼林立，仿佛度假村。

通过走访，寻乌县的党员干部梳理出
因病、因残、因灾、缺土地、缺技术等 12
种致贫原因，建档立卡，帮助制订好脱贫
规划、年度计划和脱贫措施。同时，结合
实际，做到一村一套帮扶措施、一类一套
帮扶方式、一户一套帮扶办法，把资金和
具体帮扶措施精准落实到贫困村和贫困对
象身上。

86 年前，毛泽东在寻乌作了一个多月
的社会调查，写下了闻名于世的 《寻乌调
查》 和 《反对本本主义》 两篇光辉论著。
86年后的今天，寻乌县传承和弘扬 “深入
唯实”精神，选派 2899 名干部，与 13890

户贫困户结对帮扶，做到村村都有工作
队，户户都有挂点干部。

多元发展 百果飘香

在寻乌县晨光镇新群村，一大片平整
翻耕的土地上插满了水泥杆，种上了猕猴
桃。而几年前，这里还是连片的脐橙林，
因病害被砍后，农户古金安开始思变。

“试种了几个品种，去年猕猴桃试挂果
了，今年产量要高多了。早熟品种的猕猴
桃除去成本大约有 3万块钱的利润。”古金
安种植猕猴桃成功后，也让当地的农户看

到了希望。
新群村党支部书记古延峰说，村里邀请

专家考察提出，这里的土壤、气候等方面适合
发展猕猴桃产业，原来建设的柑橘仓储库也符
合猕猴桃储藏要求。为此，新群村流转了1000
多亩闲置土地，并成立了专业合作社。

产业转型发展，也要因地制宜。在寻
乌县文峰乡长布村，曾经以种柑橘为主的
刘永霖也于去年购置兔栏，开始养殖肉
兔。“去年5月份开始养，养到12月份，赚
了6000多块钱。今年2月卖了一批也赚了1
万多块钱。”肉兔养殖户由合作社统一提供
种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采购原料、保

底价回收，吸引了80多户农户参与。
寻乌县在脱贫攻坚中，通过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引导农户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2016年，全县新增蔬菜种植面积6.8万亩，新
增经济作物面积 8.75 万亩，养殖梅花鹿 700
头、肉牛 3000 余头、肉鹅 4 万余羽、蜂蜜 2.5
万桶。已建立乡（镇）科技示范基地 18个、村
级科技示范户 1090 户，实现了农业产业从

“一果独大”到“百花吐蕊”的良好局面。

干部带头 百姓得益

发挥干部示范引领作用，凝聚民心民

力，按照产业规划布局，扶持产业发展，
增强贫困人口“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
力，是寻乌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着力
点。

南桥曾经“难瞧”。国道两边是低矮的
平房，很多老表外出务工，村子破旧不堪。

“我觉得当村干部首先自己要有致富能
力，才有办法带领大家共同致富。”谢小洪
是南桥镇南桥村曾连任三届的村委会主
任。他早年在广东投资种脐橙和柑橘，因
为经营得好，寻乌县动员他回乡当了村里
的带头人。

结合当地情况和自身经验，谢小洪力
主发展葡萄特色种植。2015 年 3 月，连湖
段葡萄园示范基地启动，现已种植葡萄460
亩、30 余万株，端午节前就可以成熟上
市，每亩可收入1万元以上。

葡萄园基地采取的是“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企
业以资金、技术入股，农民凭土地、投
劳受益。公司免费提供苗木、技术，以
保护价优先收购分散种植农户的合格产
品，优先安排贫困家庭剩余劳动力入园
务工。

“我们夫妻在基地一个月能拿到 6000
元，还能学习实践葡萄种植技术。”贫困户
赵玉英笑容满面地说。2015 年，赵玉英已
经在家种植了1亩葡萄“练手”。

农村经济“列车”要跑得好、跑得
快，必须发挥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015 年以来，寻乌县从 454 名骨干人选中
选派 62 人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名誉书记，
调整和充实基层干部684人次。依托县农村
党员干部培训基地，累计培训党员干部
3000 余人次，有 838 名致富带头人发展成
为党员、村干部。

深入调研把准“脉”，对症下药拔“穷
根”。 2015 年，寻乌减少贫困人口 19681
人，减少贫困村 17个，2016年全县计划再
脱贫1.5万人，3年内实现全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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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赣州市崇义县的
上堡高山梯田进入夏季耕种时
节，农民纷纷在梯田劳作，呈现
一片繁忙的农耕美景。

图为 5 月 26 日，农民在上堡
梯田中驱牛耕作。

新华社记者 万 象摄

梯田夏耕

上图：江西兴邦
光电有限公司光学镜
头生产线。

右图：瑞德电子
（信丰） 有限公司的
工人在车间生产智能
家电。 李 健摄

上图：寻乌县南桥镇南桥村葡萄产业基地。
右图：游客在百香果扶贫产业基地采果。

如何“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在江西省会
昌县，农民手中的“死资产”变为可以抵押融资
的“活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资本”。

创业有资金 融资不再难
在会昌县农商银行西江支行的“农民住房财

产权抵押贷款业务”窗口前，37岁的西江镇饼丘
村村民王小青用农村房屋产权证顺利地贷到 20万
元资金。“有了这笔资金，我可以实现办服装加工
厂的梦想了！”

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20日，会昌县已发放农民
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1.565亿元，惠及农户950户。

会 昌 县 人 口 约 53 万 ， 其 中 农 村 人 口 约 占
85%，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虽然农业产业特色
鲜明，旅游、矿产资源丰富，但当地农民资产
少、融资渠道少，增产、增收相对较难。

为改变长期以来农村房屋无法抵押登记贷款
的现状，使农民最大的资产转化成创业资本，最大
限度地解决农民贷款难、创业难的问题，2014 年 4
月开始，会昌县推行农房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向有
资金需求且符合条件的农户办理发放抵押贷款，为
他们解决在发展生产中遇到的融资难题。

农民有权贷 机构放心贷
今年4月初，会昌县中村乡中联村土坡组村民

金伟明的 3100亩松树林抚育出现资金短缺。县农
商行经综合调查评估，仅用3天时间就为其发放了
农房抵押贷款60万元。

目前，该县探索建立了以风险缓释补偿基金、
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农民信用档案、贷款
清收联动机制、抵押物处置机制为主要内容的金融
保障体系，对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作了具体规
定，让农民有“权”贷，让金融机构放心“贷”。特别是
今年筹集 1000万元资金建立了初始风险缓释补偿
基金，以后每年初按上年度贷款发放总额的 3%补
充满，当基金专户余额与全县农民住房财产权低押
贷款余额比达到1∶8时实行差额补足。

为方便农民办证办贷，简化办证手续，会昌县在
县级行政服务中心和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开设了“农民
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服务窗口，开辟绿色通道，实行

“一站式服务”和“限时办结制”，将产权确权、登记到贷
款发放近十个环节的办理总时限限制在40天以内，从
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办证难、办证时限长的问题。

凸显农房价值 释放改革红利
农房抵押贷款试点使农村土地及房屋的价值逐渐凸显，让农民

“沉睡的资本”转化成了创业致富的资本，撬动农村及农户的发展。
自会昌县试点启动农房抵押贷款以来，强大的金融支持极大激发

了农村群众创业致富的热情，加快了该县脱贫攻坚步伐。据统计，全县
贫困人口已从2014年底的7.5万人减少至4.7万人。目前，该县农业优
势产业不断壮大，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21家。2015年，新增
农村电商286家、登记私营企业1157家、个体工商户700户，同比增
长7.4%；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63元，比上年增长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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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县农商银行工作人员 （右） 为创业者办理农民住房财
产权抵押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