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456789

HAINAN TODAY || 2021年第4期

在近期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坚决守住脱贫攻坚

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

档，政策不留空白。按照习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精神，脱贫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和新奋斗的起点。在

“十四五”开局之年，三亚乡村振兴

工作要有效衔接脱贫攻坚成果、打

造海南自贸港农业农村建设的样

板间，除了做好边缘户和贫困户防

返贫和“巩固、拓展”的文章外，更

重要的是在如何“衔接”上下功夫。

一是相对贫困问题依旧突出。

三亚市2019年按照全国扶贫标准

实现了2252户建档立卡户、10059

人全部脱贫。当年，三亚市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027元，

与国内发达省份相比仍有不小的

差距。根据“相对贫困”标准，三亚

市脱贫攻坚任务任重而道远。对

标先进省份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

追赶。

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政治站位不够高。广大扶贫和乡

村振兴干部没有深刻领会国际国

内两个大局下做好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意义，没有深刻

领会脱贫攻坚和自贸港建设之间

的密切联系，时代紧迫感不强，自

我加压不够，工作仅满足于完成任

务。

二是产业支撑水平有待加强。

2016年以来，三亚市实施的94个

产业扶贫项目大都尚未形成规模，

龙头企业较少。2020年，全市分

配给入股贫困户的差异化收益平

均每户每年分红不足千元。较低

的分红收益背后折射的是扶贫产

业，乃至整个涉农产业还未形成一

定规模的经济效益，抵御市场风险

的能力不足，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收入来源单一。薄弱的产业

支撑水平，与实现乡村振兴的迫切

要求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作为自贸港建设的排头兵，三

亚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

思想解放程度不够，对于制约乡村

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缺乏创

新突破的勇气。比如设施农用地

短缺、村民自治组织与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职能分开改革、乡村振兴工

作队组成机制等问题突出。

三是乡村振兴缺乏强势农业

品牌带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潜力

有待挖掘。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

人口的脱贫只是起点，要实现乡村

振兴，就必须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对三亚市而言，最终的落脚点还是

做优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三

亚市主打的热带水果产业主要以

卖鲜果为主，缺乏有科技含量的深

加工产品，品牌知名度和溢价不

高，且呈现出单打独斗的局面。农

产品质量上乘却沦为价值链的最

底层，助农增收效益不高。

三亚市在脱贫攻坚中虽取得

一定成绩，但对标先进省市步子迈

得仍不够大。比如，“大三亚”区域

公共农产品品牌共享推广，从

2013年获批三亚芒果地理标志农

产品品牌迄今，仍未形成共享氛

围，各企业（合作社）仍是各自为

政，单打独斗，生产标准亦不统一。

反观四川省成都市的区域农产品

品牌“天府源”7年间早已形成产

业集群，带贫助农效益明显。

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政

治站位，自我加压，充分用好自贸

港政策优势，打破体制机制束缚，

激活释放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

产要素潜力，激发广大群众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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