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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智力帮扶”，描绘脱贫攻坚蓝图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与农村经济研究

所农业科技扶贫工作纪实

脱贫攻坚工作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作为四川省三农

智库建设的主力军，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与农村经济研

究所（简称信息所）高度重视脱贫攻坚科技帮扶工作。近年来

信息所立足自身特点和实力，紧紧围绕“智力扶贫”这一主

线，以提供高质量的规划决策咨询报告为手段，开展了大量扶

贫工作，对于提升我院在全省科技扶贫工作中的影响力有着重

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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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落实脱贫攻坚战略部署

（一）高度重视，建立管理工作机制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建立了由所长总负责，分

管科技合作的副所长具体分管的扶贫工作机制，以院农村发展

研究中心、区域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和大数据中心等平台为依

托，囊括农业经济、农业信息、区域农业三大学科近 20 名科

研骨干组建了工作团队，积极参与科技扶贫工作。在非常有限

的经费中，利用所青年基金专项对部分项目和人员的差旅费、

印刷费等工作经费进行补助，保障扶贫工作顺利完成。按上级

要求完善了扶贫工作档案管理制度，对科技扶贫工作形成中的

文件、资料、成果等全部记录存档，并开始逐步引入视频媒传

制作技术，进行音像资料的记录保存。

（二）扎实推进，描绘脱贫攻坚蓝图

自 2015 年以来，派出 50 余人次调研，完成了 20 余项与

扶贫有关的调研报告、规划咨询，包括各级领导、部门对口联

系点（村），省、市、县、镇（乡）各级产业扶贫规划等。范

围覆盖了高原藏区、大小凉山、秦巴山区和乌蒙山区四大贫困

片区。编制了《四川省十三五产业（农业）精准扶贫规划》、

《四川省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系列规划》，其中《四川省幸福美

丽新村建设总体规划(2017—2020 年)》由中共四川省委办公

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四川省幸福美丽新村建设

巴山新居建设规划(2017—2020 年)》、《四川省幸福美丽新村

建设乌蒙新村建设规划(2017—2020 年)》由四川省幸福美丽

新村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先后完成了省委书记王东明

对口帮扶的仪陇县安溪潮村、黎明村，省长尹力对口帮扶的北

川县通坪村，省委副书记邓小刚对口帮扶的马尔康市格尔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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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省政协主席柯尊平对口帮扶的阆中市岳林垭村的幸福美丽

新村规划、脱贫奔康产业发展规划。积极参与我院帮扶凉山州

木里县的工作，编制了簸箕箩村脱贫奔康规划实施方案。参与

省旅发委牵头的 2017 年度旅游扶贫村公益行动，为米易县白

坡彝族乡油坊沟村免费编制旅游扶贫产业规划，并在 35 个单

位编制的 48 项规划中，荣获二等奖（第 4 名）。协助省旅发委

下派峨边县的扶贫干部编制了万坪乡两个村的脱贫奔康实施

方案。

（三）紧密协作，编织群策群力扶贫大网

在信息所开展智力扶贫工作的过程中，少不了院内外领

导、专家的帮助。在院合作处的指导下，应国家开发银行的请

求，参与了古蔺县扶贫开发产业咨询工作并获得好评，承接了

《国际农发基金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四川项目区可行性研究报

告》（简称 IFAD 项目）的编制任务，为我省 5 个贫困县提供技

术咨询。按院科技处的安排，参与省“三区”人才建设和科技

厅帮扶旺苍县扶贫工作，选派 1 名科技人员，科技帮扶旺苍县

万家乡阳雀村、鼓城乡大坝村、檬子乡柏杨村、金溪镇黄柏村

以及尚武镇石锣村 5 个村，重点针对贫困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产业的发展提供科技帮扶和智力支持工作。各兄弟所的技术

专家们都不计个人得失，积极配合规划调研、编制工作，提供

了巨大帮助。

二、取得的主要成效与经验措施

（一）点面结合，方式创新

在科技扶贫工作中，既注重做好省领导对口帮扶村的规

划，起到示范带动效应，也注重在做镇（乡）、县级农业产业

发展规划时，突出产业扶贫，实现连片开发全面带动。既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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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编制工作，也适时派遣科技人员直接提供发展建设指导，

实现规划内容与项目落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为避免规划流

于形式，起不到具体指导作用，工作中根据扶贫对象的实际问

题和具体诉求，结合脱贫工作时间进度，提供从总体规划、建

设规划、农业工程设计到实施方案等多种报告成果形式，针对

性解决问题。

（二）数据支撑，技术创新

扶贫工作千头万绪，致贫原因多种多样，在现场调研与报

告编制过程中，常常是时间紧任务重，极端缺乏素材资料，制

约了按时高质量完成规划工作。我们依托院农业大数据研究平

台前期建立的四川省农业资源与环境数据库、四川省长时间序

列农业农村经济统计数据库等，做到了对全省农业农村家底了

如指掌；新投入的无人机系统在缺乏地图资料的小尺度村域村

庄规划中发挥了快捷作用；引入不少科研工作中创新总结的技

术方法来提升规划编制质量。

（三）三产融合，业态创新

如期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让贫困村发展产业形成自

身造血功能是根本。我们在规划编制中注重针对不同地区资源

禀赋，发挥当地特色优势，产业相对落后地区念好林草经、打

好双色牌，资源有特色区位有改善的地区提倡大力发展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产业选择中注重三产融合、业态创新，运作模

式上突出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新型经营主体的作用，为贫困村和

贫困县发展指出了有各自特点的致富路。

三、智力帮扶脱贫攻坚再立新功

（一）继续完善现有工作管理体系

整合全所各部门，以规划编制智力扶贫为主抓手，配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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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媒体传播等宣传手段，增强资金和人员保障，选派“三

区”服务人员 1 名，赴达州万源指导科技扶贫工作。

（二）聚焦深度贫困加大智力帮扶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全面

落实省委关于加快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加

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智力帮扶。做好凉山州昭觉县、布拖县的

产业融合园区规划方案及省委组织部联系点小金县扶贫规划

及实施方案的修订等工作。做好国际农发基金优势特色产业发

展四川项目区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 2018 年相关工作。针对深

度扶贫对实施方案等具体设计诉求更多的特点，加强与作物、

园艺、经作、土肥等专家的合作，充分吸纳专家智慧，提高规

划设计报告成果质量和执行效果。

（三）突出科技创新抓出特色亮点

在总结提升区域农业规划相关技术基础上，运用作物适宜

性评价技术、农业气象精细化区划技术、数据挖掘和智慧农业

信息技术等帮助提升规划项目的扶贫效果，让索玛花和格桑花

竞相绽放，为四川脱贫攻坚再立新功。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与农村经济研究所

李 晓 所 长 研究员 何 鹏 副所长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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