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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业扶贫专项 2020 年实施方案 
 

一、年度目标 

聚焦全省 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推进工业产业扶贫，夯

实县域工业基础，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增强贫困地区自我“造血”

能力，推动贫困群众持续增收。 

2020年，通过实施工业产业扶贫，带动有脱贫任务的 161个

县（市、区）贫困地区 6000人就业，新增中小微企业 700户，培

训贫困地区企业各类人才 1000人以上。 

二、重点工作 

（一）加强工业产业扶贫统筹谋划（牵头单位：经济和信息

化厅；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扶贫开发局） 

1.主要任务。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强化工业

产业扶贫统筹谋划。细化制定全省工业产业扶贫 2020年度实施方

案，指导有关市（州）因地制宜编制工业产业扶贫实施方案。依

据贫困地区资源特色优势，调整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为贫困地区

工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落实《四川省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实施

方案》，聚焦聚力彝区藏区，持续加大资金和政策倾斜力度，夯实

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基础。按时做好全省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工业

产业扶贫专项资金数据维护工作，强化项目、资金监管。 

2.进度安排。第一季度完成方案制定；第二、三季度开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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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业扶贫市（州）行”调研；第三季度开展工业产业扶贫检查

验收；全年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工业产业扶贫。 

（二）推进工业园区建设（牵头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责

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商务厅、住房城乡建设厅、自

然资源厅、财政厅、生态环境厅、省扶贫开发局） 

1.主要任务。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大会和省委主

要领导对特色产业集聚区的批示精神，加快制定《四川省“5+1”

重点特色园区三年发展计划》，引领贫困地区园区专业化、特色化、

集约化、市场化发展。鼓励贫困地区创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和特色产业基地，推进各类“飞地园区”建设，推动贫困地区

园区发展。启动实施园区及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亩均论英雄”

评价，提高贫困地区园区投入产出效率。整合银政企资源，扎实

推动“园保贷”项目，缓解贫困地区园区内中小微企业融资压力。 

2.进度安排。第一季度确定支持贫困县园区建设项目；全年

组织推动工业园区发展行动。 

（三）开展农产品加工扶贫行动（牵头单位：经济和信息化

厅；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厅、科技厅、财政厅、省林草局、省扶

贫开发局） 

1.主要任务。围绕区域特色农产品，推进农产品加工产业由

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打造一批区域特色

品牌。支持贫困地区发挥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引进培育农产品

精深加工企业，建设特色农产品产区加工基地，鼓励农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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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原料。牵头推动成立高原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

整合产业领域的优势科技创新资源，增强川西高原食品产业的整

体实力和区域竞争力。启动第二批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评审，

指导市（州）开展农产品加工优势特色园区建设工作。 

2.进度安排。第一季度确定支持农产品加工扶贫行动项目；

全年组织实施农产品加工扶贫行动。 

（四）持续加强信息化建设（牵头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

责任单位：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农业农村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教育厅、退役军

人事务厅、省通信管理局、省扶贫开发局） 

1.主要任务。贯彻落实《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精神，推

进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村级益农信息社扩面建设，拓展

益农信息社功能，推广利农惠农便农信息服务应用。加强贫困地

区企业信息技术应用与普及，促进产业升级和效益提升，提升信

息惠民服务水平。以项目扶持为抓手，推进贫困地区电子商务发

展，服务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加工以及旅游等特色产业。加强

与电信运营商、互联网龙头企业的合作，推进电子政务、在线教

育、远程医疗等信息服务向贫困地区延伸。总结推广乡城县教育

信息化试点项目经验和模式，协助推动全省教育联网攻坚行动。

推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园区信息化工程建设。 

2.进度安排。第一季度确定加强信息化建设支持项目；第二、

三季度深入实施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全年协同推进电信普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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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益农信息社、教育信息化等工作。 

（五）加强企业品牌塑造和产品市场开拓（牵头单位：经济

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科技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商务厅、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开发局） 

1.主要任务。大力推进工业设计扶贫工作，支持和鼓励更多

的企业参与设计扶贫工作，发挥工业设计在提升产品品质、助力

产业扶贫方面的作用。支持贫困地区设计作品参加天府•宝岛工业

设计大赛等各类活动，帮助企业加强品牌策划，搞好品牌定位、

品牌设计、品牌营销等，有效增强贫困地区企业品牌效应。积极

推进“电子商务+精准扶贫”工作，加大电商平台对接力度，支持

农产品线上线下融合推广，打通贫困地区产品销售渠道。积极组

织贫困地区企业参加新春年货购物节等大型产品展销活动，把握

假日采购契机，展示推介贫困地区优势产品。 

2.进度安排。第一季度确定支持工业设计扶贫和产品市场开

拓行动项目；第二、三季度开展贫困地区品牌塑造提升和产品市

场开拓行动；全年组织贫困地区企业参加各类展会。 

（六）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和企业转型发展（牵头单位：经济

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科技厅、财政厅、农业农村厅、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扶贫开发局、省国资委、

省工商联） 

1.主要任务。支持贫困地区重点产业技术改造和创新，加强

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应用，促进传统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 17 -   

加大贫困地区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力度，实施中小企业

“育苗壮干”梯度培育计划和行业“小巨人”培育工程，扶持贫困

地区企业做大做强。实施“大手拉小手”工程，鼓励引导省内有

条件、有意愿的大中型企业与贫困县小微企业开展结对帮扶。加

快提升贫困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能力，支持符合条件的贫困县小

微企业到创业创新基地发展。开展“万企帮万村”活动，鼓励民

营企业积极参与贫困地区工业产业脱贫攻坚行动。 

2.进度安排。第一季度确定支持企业转型升级的项目；第二

季度开展“三新”鉴定工作；全年实施中小企业“育苗壮干”梯

度培育、“大手拉小手”行业“小巨人”培育等工程。 

（七）推进产业合作发展（牵头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责

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商务厅、省经济合作局） 

1.主要任务。积极协调对口支援省份工业主管部门组织相关

行业协会、企业、投资者赴我省贫困地区开展投资考察和项目对

接活动，推进技术交流和产业发展，促进双方产业深度合作。积

极支持省内发达地区产业向贫困地区转移，指导贫困地区合理制

定承接转移的重点产业、重点项目。探索发展多种形式的“飞地

经济”，引导各类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共建优质农产品加工

基地和“扶贫车间”。 

2.进度安排。第一季度利用国家承接产业转移信息服务平

台，发布承接产业转移信息；第二、三季度引导支援地与被支援

地加强对接；全年引导贫困县开展产业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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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施智力精准扶贫行动（牵头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

责任单位：教育厅、科技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农

业农村厅、省扶贫开发局） 

1.主要任务。围绕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需要，

紧扣“5+1”产业发展要求，大力开展以推动“5+1”产业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的省重点培训项目、创新型企业家、工信部中小企业

领军人才等专题培训。按照实施深度贫困地区人才振兴工程要求，

整合职业（大专）院校、专业培训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知名企

业等力量，结合 45个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实际，继续开展产业

技能培训，集中培训 1000名产业技术工人。 

2.进度安排。第一季度确定人才振兴工程培训项目，完成培

训方案的制定；全年按计划开展技能培训、企业人才培训等。 

三、资金筹措 

2020 年工业产业扶贫专项（支持 88 个贫困县工业发展项目

资金）计划安排资金 3.3亿元，全部为省级资金，按照工业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及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