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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政策信息 

简 报 

第 12 期 

山西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31 日 

消费逐步趋于活跃，消费市场发展仍面临许多不确定因

素。下半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持续向好，扩大内需、助企纾

困、稳岗就业等政策进一步落地见效，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措施

不断发力，各种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消费总体将延续

复苏态势，本期简报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为大家提供学习参

考。 

一、领导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重要讲话 

1.《全国产业扶贫工作推进会在陇南召开》 

7 月 27 日，国务院扶贫办在甘肃省陇南市召开全国产业

扶贫工作推进会。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出席会

议并作重要讲话。 

他强调：把产业扶贫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充分肯定脱贫攻

坚以来产业扶贫的工作成效，清醒认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切

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争分夺秒、只争朝夕，扎扎实实推动

产业扶贫再上新台阶。要坚持有利于调动贫困群众参与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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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积极性、有利于突出产业特色提高产业附加值、有利于提

高市场对扶贫农产品的接纳度和喜爱度的发展导向，落实精准

要求，立足资源禀赋，做好特色文章，走出适合各地实际的产

业扶贫路子。要突出抓好发展壮大带贫主体、提高组织化程度、

延长扶贫产业链条、完善带贫减贫机制、激发内生动力等产业

扶贫重点工作，强化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加强产业扶贫资产

管理，推动扶贫产业稳步发展。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洪

涝灾害对产业扶贫的影响，认真落实监测帮扶要求，用好用足

各类扶持政策，千方百计促进稳岗就业，加快受损扶贫项目维

修重建，积极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消费扶贫，加大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中的产业扶贫工作力度。 

 

【来源：农业农村部官网】 

2.《财政部部长在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 

重点摘要:充分认识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的重要性。“六稳”和“六保”是在不同形势下为实现稳中求

进作出的科学安排，是目标一致、相辅相成、连贯统一的。“六

稳”是落实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具体抓手，“六保”是今年

“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当前形势下，要以保促稳、稳中求进，

坚决守住“保”这一底线，为渡过难关赢得时间、创造条件，

为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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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基础。准确把握实现“六稳”目标、落实“六保”要求的重

点任务。“六稳”和“六保”都很重要，但也要注意抓重点。

当务之急是千方百计稳就业、保就业，要精准施策，稳定就业

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

业岗位老百姓就有收入，保基本民生就有了物质基础。而创造

就业岗位就要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粮食能源

安全，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定和引导好市场

预期，稳住经济基本盘。 

财政政策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是发出一个“信号”，做好

四个“对冲”。第一适当提高赤字率，明确发出积极信号。在

特殊时期采取特殊举措，将赤字率从 2.8％提高至 3.6％以上，

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 1 万亿元，积极对冲疫情造成的减收

增支影响，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第二增加政府投资，对冲经

济下行压力。安排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3.75 万亿元，比去

年增加 1.6 万亿元，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分配给

地方统筹使用，重点投向国家支持的、有资产收益保障的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第三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对冲企业经营困难。

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新

增减负将超过 2.5 万亿元。第四，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冲基

层“三保”压力。新增加的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全部安排

给地方，不折不扣用在落实“六保”任务和减税降费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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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加大对地方财力的支持力度。第五，

加强预算平衡，对冲疫情减收影响。中央本级力求在执行中通

过经济增长解决减收问题，在压减中央本级支出的同时，加大

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实现收支平衡。 

 

【来源：中国财政 2020 年第 14 期】 

二、国家、省农村农业产业相关政策 

1.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信贷

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通知》 

通知摘要：未来 5 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安排 1200 亿

元专项贷款额度，加大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和搬迁群众的后

续帮扶力度。1200 亿元专项贷款额度主要聚焦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扶持的相关重点领域和重要项目，重点支持搬迁安置区配

套产业发展、支持开展消费扶贫促进安置区农产品产销对接、

支持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完善。 

通知明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对 22 个有搬迁任务省份

全部实现贷款投放，其中，搬迁贫困人口超过 1 万人的特大型

集中安置区贷款投放覆盖比例不低于 80%，搬迁贫困人口超过

800 人的大中型集中安置区贷款投放覆盖比例不低于 50%;在

利率、贷款期限等方面制定专项政策;安排 1200 亿元专项额度

支持，其中 1000 亿元贷款用于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

展，200 亿元贷款用于支持安置区配套设施提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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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进一步加

强沟通，强化衔接合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同抓好搬迁群众后续扶持工

作，推动信贷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落地见效。 

 

【来源：国家发改委官网】 

2.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晋农市发〔2020〕

10 号 

重点摘要：思路目标坚持“农有、农用、农享”的原则，

围绕水果、蔬菜产业选择部分重点县(市、区），从 2020 年到

2025 年每年支持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建、改建和扩建一

批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实现鲜活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

链能力明显提升，商品化处理能力普遍提升，信息化、品牌化

水平全面提升，产销对接更加顺畅，“互联网+”农产品出村

进城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建立覆盖广泛、布局合理、重点突出、

流通顺畅、服务农户的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体系。实施区

域：聚焦鲜活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确定的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围绕水果、

蔬菜等鲜活农产品开展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 

2020 年重点在运城市，吉县苹果、隰县玉露香梨、临猗

苹果、云州区黄花菜、忻州杂粮等 5 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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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宁县等 16 重点倾斜贫困县，娄烦县等 17 个国家扶贫重点县

共 70 个县开展。          名单及任务表： 

太原市（2个） 娄烦县、清徐县 60 

大同市（7个） 
灵丘县、天镇县、广灵县、阳高县、云州区、云冈区、

浑源县 
275 

阳泉市（2个） 盂  县、平定县 43 

长治市（6个） 
壶关县、上党区、武乡县、长子县、 

平顺县、屯留县 
190 

晋城市（2个） 高平市、泽州县 27 

朔州市（4个） 怀仁市、平鲁区、右玉县、应  县 90 

忻州市（11 个） 
静乐县、岢岚县、神池县、五台县、代  县、忻府区、

定襄县、原平市、宁武县、偏关县、五寨县 
320 

吕梁市（8个） 
方山县、岚  县、临  县、柳林县、石楼县、文水县、 

兴  县、中阳县 
325 

晋中市（6个） 平遥县、祁  县、太谷区、左权县、榆次区、和顺县 160 

临汾市（9个） 
大宁县、汾西县、吉  县、曲沃县、隰  县、襄汾县、 

尧都区、翼城县、永和县 
310 

运城市（13 个） 

河津市、稷山县、绛  县、临猗县、平陆县、芮城县、 

万荣县、闻喜县、夏  县、新绛县、盐湖区、永济市、

垣曲县 

300 

总计(70 个）  2100 

 

【来源：山西农业农村厅网】 

三、省内农业农村及涉农产业发展动态 

1.山西将《开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试点工作》  

7 月 24 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传来消息，省委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办近日联合下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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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长治市和阳曲县、云州区、怀仁市、岢岚县、阳泉市郊区、

左权县、中阳县、沁水县、安泽县、万荣县等 1 市 10 县作为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试点。 

在试点工作内容方面：要着力探索如何将把脱贫攻坚工作

中的好政策、好机制、好举措、好经验，转化为解决相对贫困

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机制，推动脱贫攻坚特惠政策转变为乡

村振兴普惠政策。围绕乡村产业扶贫、文化扶贫、生态扶贫、

人才扶贫、党建扶贫等方面，谋划推进与乡村五大振兴的有机

衔接。可以围绕政策衔接、规划衔接、人才队伍衔接、工作机

制衔接、项目衔接等方面进行试点。也可以着重在推进政策衔

接方面下功夫，逐项对我省特色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培

训就业扶贫、生态补偿脱贫、社会保障兜底、基础设施改善、

公共服务提升、社会力量帮扶等八大工程二十项行动的政策适

用性进行分析研究，按照“保留一批、调整一批、退出一批”

的思路，加快试点探索，提出衔接政策建议。 

在试点组织实施方面：《通知》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示范引领、加强经验总结。试点市县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要高度重视试点工作，亲自研究部署推动，及时解决困难

问题；各地要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大力宣传推介试点地

区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和模式，深入研究梳理试点经验做法，

及时将试点成果转化为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

有效措施；由所在市党委农办、农业农村局会同扶贫办审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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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分别于今年年底、明年 6 月底前提交全面系统的总结报

告。 
 

【来源：山西省人民政府网】 

2.山西省上半年《经济亮点金融财政支持力度持续增强》 

据统计，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贷款增量创历

年同期新高，信贷供给总量增长明显，信贷支持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显著增强。6 月末，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63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3209.3 亿元，

较上年同期多 896.1 亿元，增量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支持疫情

防控和经济复苏成效明显。 

财政收支方面，今年上半年，我省财政收支基本实现时间

任务双过半，收支运行总体向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13.9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50.7%。受跨期税款减少、减税

降费政策翘尾、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省财政收入减收

较多，特别是税收收入降幅较大。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

省各级财政部门多渠道开源挖潜弥补减收，全省收入呈现积极

变化。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 2403.1 亿元，为年度调整

预算的 49.1%，增长 7%，增支 158 亿元。全省财政支出保持

增长，反映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有力。同时，我省财政积极

支持疫情防控，重点支出保障有力。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等 13 项民生支出 2006.5 亿元，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 83.5%。 



- 9 - 
 

此外，我省制定实施一批阶段性援企稳岗兜底等财税政

策，对支持企业纾困和发展，推动有序复工复产都发挥出积极

作用，收到了良好效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新增减税 70.59

亿元。 

【来源：省人民政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