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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市 2020 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以奖代补”实施方案

为推动贫困户积极发展生产、就业增收，充分发挥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对贫困户带动作用，推动“一镇一业、一村一品”

产业发展，确保我市脱贫攻坚工作如期高质量完成，现制定南

雄市 2020 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奖代补”实施方案。

一、“奖补”原则

（一）信息公开、自愿参加的原则。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公布补贴政策、补贴标准和补贴范围等，符合条件

的贫困户及经营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自愿参与。

（二）先干后补、以奖代补的原则。坚持“先干后补”原

则，对主动发展生产、就业的贫困户及助力脱贫攻坚的经营主

体，经按规定验收后，按标准给予相应的资金奖励。

（三）长效扶贫、利益联结的原则。按照健全产业扶贫长

效机制要求，为加强贫困户抵抗市场风险能力，鼓励贫困户种

养项目与公司或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签订产供销协议（合同）并

将农产品出售给经营主体，贫困户与经营主体均可享受“奖补”

政策。

（四）总额控制、分类补助的原则。补助到户资金按实际

实施情况计算补贴，多项目“奖补”金额累计最高年人均 3000

元。补助给经营主体的奖励不设上限。

二、“奖补”对象及奖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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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奖补对象：1、南雄市新时期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

困户。2、链接贫困户带贫减贫的经营主体。必须是在南雄市

内进行农业产业经营、服务的家庭农场、合作社或农业公司。

（二）奖补方式：贫困户的项目“奖补”资金直接拨付到

贫困户的“一卡通”账户。经营主体的项目“奖补”资金直接

拨付到经营主体对公账户。

三、“奖补”资金来源

（一）省定贫困村的奖补资金由帮扶单位协调解决，可从

东莞引导资金、韶关财政资金、捐赠资金、自筹资金中列支。

（二）面上非贫困村及经营主体的奖补资金由南雄市人民

政府统筹安排解决。

四、“奖补”类别和标准

（一）贫困户奖补

贫困户奖补类别分为种植类、养殖类及就业类。

1、种植类

①种植市主导产业黄烟，签订种植合同并向烟站每交售

1 斤烟叶，奖补 2 元。

②种植水稻，需与公司或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签订产供销

协议（合同）并将农产品出售给经营主体，每销售 800 斤奖补

400 元。

③种植百香果，需与公司或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签订产供

销协议（合同）并将农产品出售给经营主体，每销售 3000 斤

奖补 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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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种植茶叶，需与公司或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签订产供销

协议（合同）并将农产品出售给经营主体，每销售 600 斤奖补

400 元。

⑤种植中草药（仙草）等，需与公司或合作社等经营主

体签订产供销协议（合同）并将农产品出售给经营主体，每销

售 600 斤奖补 400 元。

⑥种植花生,1 亩及以上，且长势良好的，每亩奖补 400

元。

2、养殖类

①养殖三鸟（鸡、鸭、鹅）合计 50 羽及以上，养殖到一

定生长周期，按出栏数每羽奖补 20 元。

②养殖小龙虾，需与公司或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签订产供

销协议（合同）并将农产品出售给经营主体，每销售 800 斤奖

补 400 元。

未纳入以上奖补类别的种养项目，各镇及帮扶单位可自

行制定标准进行奖补或者扶持。

3、就业类

本年度连续 3 个月以上稳定就业或灵活就业，能提供务工

证明或聘用合同等，每人奖励 1500 元，鼓励就近就业，在韶

关范围内与公司签订正规聘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购买社保的，

增加奖励 200 元。

（二）经营主体奖补

经营主体收购了贫困户符合“奖补”条件的农产品，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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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别的收购量进行奖补（具体见附件 1）。需提供收购贫困

户农产品的台账（盖章）、转账给贫困户的银行流水、对公账

户复印件。

原则上各镇每个类别的产业项目选取 1-2 个经营主体链

接贫困户，经营主体需取得相关生产、经营资质，有实体办公

地点，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各镇选取的经营主体需报备至市“精

准”办备案，如不符合要求的，经营主体不享受奖补政策。

五、生产扶持

为鼓励贫困户积极发展生产，并在发展初期给予必要的生

产扶持，解决贫困户启动资金难问题，要求各帮扶单位核实贫

困户确实有发展种养项目意愿的，按照贫困户种养能力和需求

发放种苗、肥料、饲料等生产物资，以帮助贫困户做好春耕生

产，确保产业发展顺利。

所需经费由各帮扶单位协调解决，可从东莞引导资金，韶

关财政资金，捐赠资金，单位自筹资金，扶贫工作经费等列支。

具体报账程序，参照《南雄市新时期精准扶贫开发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及南雄市财政制度执行。

六、明确各方职责

（一）贫困户：积极发展适合自身的产业，参加相关技能

培训，不断提高自身种养技术和提升产品质量，扩大生产经营；

与经营主体签订产供销协议，并将产品销售给经营主体；主动

外出就业或就近就业，实现连续 3 个月稳定就业的，协调用人

单位出具务工证明或聘用合同；对符合奖补标准的项目进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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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并确保项目信息的真实性；配合各方核查，并对项目信息

的真实性负主要责任。

（二）经营主体：指导贫困户发展种养，提供技术支持，

拓宽销售渠道，并按不低于市场价格优先对贫困户的农产品进

行收购，做好“奖补”项目收购台账，出具贫困户销售佐证，

确保收购的真实性；在组织生产管理和收购、核查过程中，全

力协助配合支持村委会及驻村（镇）工作队（组）、镇（街）

的全程工作，对申报项目信息的真实性负主要责任。

（三）村委会及驻村（镇）工作队（组）：及时进行奖补

政策宣传；指导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发展适合自身的种（养）

业，密切跟踪了解产业发展情况，对贫困户发展的产业且符合

产业奖补标准的项目进行认真核查；协调好贫困户与经营主体

之间的收购、销售等；收集、指导好贫困户、经营主体填报申

报材料；负责实地核查确认项目申报真实性；认真摸查贫困户

就业动向和就业意向，按照外出就业，就近就业，有意愿但尚

未就业等情况分类建档；积极对接镇街、市“精准”办，人社

部门等，掌握企业用工需求，鼓励贫困户就业;符合奖补条件

的，指导贫困户收集务工证明，申请就业奖补。

（四）各镇（街道）：组织村委会及驻村（镇）工作队（组）

对贫困户发展的生产项目、生产规模进行实地核查；发动贫困

户积极链接经营主体，并将产品销售给经营主体；对贫困户及

经营主体的申报材料进行严格把关，确保项目申报的真实性；

项目经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市“精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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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精准”办：督促并指导各镇村落实奖补政策，

对各镇（街道）提交的相关申报材料进行复核，组织人员对贫

困户种养殖规模（花生、三鸟）按不低于 20%的比例进行抽检。

协助各镇联系协调各经营主体到各镇收购贫困户农产品事宜。

七、申报程序

（一）贫困户实施、申请。贫困户根据自身实际，开展种

养项目，并由贫困户根据自己种养、销售的实际情况，填报《南

雄市产业扶贫项目“以奖代补”申请表》，外出就业或就近就

业连续 3 个月以上，符合奖补条件的，填报《南雄市就业扶贫

项目“以奖代补”申请表》，向所在村驻村工作队和村委会提

出“奖补”申请。

（二）村、镇（街）跟进、核验。一是种植花生、养殖三

鸟的，要深入田间地头核实贫困户实际种养规模，并将贫困户

种养殖情况拍好照片作为佐证。二是种植水稻等需经营主体收

购的，驻村工作队、驻村干部及村“两委”干部应积极与相关

的经营主体对接，组织经营主体统一上门收购，监管好贫困户

的销售品种及销售量与实际种植规模是否相符，核对经营主体

实际收购贫困户产品数量，并做好登记。三是确认贫困户种养、

销售及经营主体收购规模属实后，填报相关表格，提供经营主

体提供的与贫困户签订的产供销协议复印件、经营主体农产品

收购台账、支付贫困户销售款的转账凭证等，报送镇“精准”

办审核汇总。镇党委、政府对项目进行审核、批复后，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将申报材料上报市“精准”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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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业类的，填报相关报表及收集务工证明或聘用合同、工作

照片等材料后，镇（街道）审核并公示无异议的，报送至市“精

准”办。

（三）市“精准”办抽检。对各镇（街道）提交的相关申

报材料进行复核，组织人员对贫困户种养殖规模（花生、三鸟）

按不低于 20%的比例进行抽检，对于抽检发现不合规的，统一

退回不予“奖补”。

（四）“奖补”项目资金发放。项目经市“精准”办审核

合规后，属于省定贫困村的，由帮扶单位出资给予奖补；属面

上非贫困村的，由市“精准”办向财政申请国库直接拨付“奖

补”资金到贫困户“一卡通”账户及经营主体对公账户。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如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

及时向市“精准”办反馈。

附件：1.2020 年度南雄市“以奖代补”政策宣传卡

2.2020 年“以奖代补”项目申报流程图

3.南雄市产业扶贫项目“以奖代补”申请表、核查

验收表、资金发放表

4.南雄市就业扶贫项目“以奖代补”申请表、就业

人员明细表、资金发放表

5.经营主体扶贫项目“以奖代补”资金发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