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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 

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吉政办发〔2019〕37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9号),结合我省实际,经

省政府同意,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 

  1.引导帮扶我省的中央定点单位,驻吉中央企业、国有企业及全

省各派出的包保帮扶单位,将消费扶贫纳入结对帮扶工作内容。 

  2.引导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按规定到贫困地区开展活动,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采购贫困地区产品。 

  3.鼓励各级工会组织职工到贫困地区开展工会活动,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采购贫困地区产品。 

  4.鼓励省直机关局属食堂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引导干部职工参

与消费扶贫,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局属单位、委
托监管企业如需临时用工,优先从贫困地区聘用。 

  5.鼓励国有企业及其职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贫困地区产品,
优先从贫困地区聘用职工。 



  6.鼓励金融机构、大专院校、城市医疗及养老服务机构等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直供食堂,优先从贫困地区聘用工
勤人员,引导职工自发购买农产品和到贫困地区旅游。 

  7.鼓励有关部队特别是驻贫困地区部队积极参与消费扶贫。 

  8.将消费扶贫纳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省内扶贫协作框架。贫困

地区市县政府要主动与浙江省对口帮扶市县政府做好对接,建立长期

稳定的农产品供销关系。省内帮扶地区市县政府要组织引导本地区

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贸流通企业和机关、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

等与受帮扶地区建立产销协作关系,根据需求组织生产。积极吸引企

业投资兴办农产品产地深加工企业,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积极推

进浙江省及省内对口帮扶市县政府同受帮扶贫困地区市县政府健全

完善劳务精准对接机制,帮助贫困劳动力就业。 

  9.将消费扶贫纳入“万企帮万村”“民企帮扶脱贫攻坚光彩行

动”,鼓励社会各界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采购贫困
地区产品和服务。 

  10.依托“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社会扶贫网”,打造“巾帼

农产品市集活动”“吉林省青年农村电商农特产品网销大赛”等平

台,举办吉林省青年农村电商助力精准扶贫农特产品大集等展销展洽

活动,推动参与消费扶贫各类主体的需求与贫困地区特色产品供给信

息精准对接,推广乡村特色美食和美景。 

  11.充分结合“国家扶贫日”“第一书记代言”活动,打造“扶

贫产品大集”,集中宣传推广扶贫产品和第一书记代言产品,推进贫
困地区农特产品与市场对接和农业转型升级。 

  二、大力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流通和销售渠道 

  12.引导和扶持一批消费扶贫示范企业,重点开展流通基础设施
建设、供应链服务和生产基地建设,形成农产品全链条联动。 

  13.鼓励有条件的贫困地区设立电商产业孵化园,为农村电商经
营者和贫困人口提供专业服务,培育规模化电商企业。 

  14.鼓励大型电商企业为贫困地区设立扶贫专卖店、电商扶贫馆
和扶贫频道,并给予流量等支持。 



  15.依托粮食、肉类等储备制度,探索优先收储贫困地区符合条
件的农产品,在贫困地区建设农产品收储基地。 

  16.支持贫困地区参加东北亚博览会、长春农博会、长春电影

节、冰雪嘉年华和年货大集,专设消费扶贫展区,集中推介、展示、

销售特色农产品,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 

  17.发挥供销合作社组织体系优势,引领贫困地区联合组建配送

中心或依托第三方物流开展连锁配送业务,打造“一点多能、一网多
用”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 

  18.鼓励贫困地区在旅游景区景点、游客集散中心、高速公路服

务区开设农产品销售专区,集中销售人参、鹿茸、吉林大米等特色优
势农产品。 

  19.建立贫困地区农产品滞销预警机制,组织大型电商企业、商
贸流通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到贫困地区采购滞销农产品。 

  20.支持贫困地区建设一批冷链保鲜基础设施,以租赁、共享等
方式降低参与消费扶贫企业的运营成本。 

  21.鼓励供销合作社、邮政和大型电商企业、商贸流通企业、农

产品批发市场等市场主体在贫困县整合各类物流设施资源,探索建立

从产地到餐桌的冷链物流服务体系。 

  22.深入实施快递下乡工程,完善贫困地区快递服务网络,支持邮

政、快递企业与农业、供销、商贸企业加强合作,打造综合服务平
台。 

  23.鼓励引导农村客运站与物流企业合作,做好农村物流网络节

点布局,增加货运服务功能,开展“客货同站”业务,解决农村物流
“最后一公里”问题。 

  24.深化与阿里巴巴“兴农扶贫”频道、“淘乡甜”的合作,发

挥城市社区电商平台作用,开展农特产品“市集”活动,组织省内外

大型电商企业结对帮扶一批贫困村,推动贫困地区农产品上线销售。

充分发挥“吉林名优产品营销展示中心”作用,推介贫困地区特色农
产品参加全国知名展会,建立跨区域流通渠道。 

  三、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给水平和质量 



  25.支持贫困地区建设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鼓励和引导

农业院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培育、研发、推广适合贫困地区的

农产品品种和种养技术。开辟贫困地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

标志农产品认证或登记的绿色通道,扩大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覆盖面。加强贫困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产地与消费
地监管信息共享、协调对接。 

  26.做好贫困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吉林省地方标准项目立项工作,

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相关社会团体和企业研究制定原产地特色农产
品品种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 

  27.鼓励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电商企业、大型超市在贫

困地区建设生产基地,与贫困地区合作社、致富带头人、贫困户建立

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对符合省级龙头企业标准要求的企业,予以优先

认定。落实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贫困
地区集聚,提高贫困地区农产品初加工率。 

  28.指导制定区域性扶贫产品标识,合力打造区域性特色农产品

品牌,提高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的辨识度,加强对贫困地区农产品生
产、加工、流通企业和相关合作社的信用监管。 

  29.组织各类媒体运用新媒体平台资源,广泛宣传贫困地区发展
特色农产品的经验做法,推介农产品品牌。 

  30.依托全国“质量月”“中国品牌日”等专项活动,鼓励贫困

地区开展特色农产品、民族手工艺品等品牌展示和推介。 

  四、大力促进贫困地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31.推进“交通+特色产业”扶贫,加快贫困地区旅游路、产业路

建设,实现重点工业园区、AA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AAAA级及以上乡

村旅游经营单位有等级公路连接。 

  32.对从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贫困户实施改厨、改厕、改客

房、整理院落“三改一整”工程,改善游客接待条件。旅游发展引导

资金重点支持贫困县(市)旅游产业发展,促进国家级贫困县、省级贫
困县及连片贫困地区旅游景区道路建设、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33.加大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地倾斜。 



  34.选择一批具有乡村旅游优势资源、发展潜力和设施条件的重

点贫困村编制乡村旅游规划,扶持乡村文化旅游项目建设,促进乡村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加大扶持贫困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力

度,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35.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等机制,

动员相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帮助贫困地区培训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人才,提供营销、服务、管理公益指导。 

  36.支持贫困人口参加相关专业技能和业务培训,为有就读技工

院校意愿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技工教育,为有劳动能力和培训意
愿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提供免费技能培训。 

  37.深化贫困地区食品安全治理,督促落实市场主体责任。开展

贫困地区消费体察调查、比较试验,举办百姓大讲堂活动,创新消费

教育和引导工作新举措。 

  38.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群众从事农村公路保洁等专业性不强的日常养护工作。 

  39.鼓励贫困地区组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协会、产业及区域品

牌联盟等管理服务组织。 

  40.加强对贫困地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调查,因地制宜明
确重点发展方向和区域。 

  41.动员旅游规划设计单位为具有一定旅游基础设施和发展潜力

的贫困村编制乡村旅游规划。投入旅游规划扶贫公益专项行动资金,

引领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鼓励旅游院校和旅游企业为贫困地区
提供旅游线路设计、产品开发、品牌宣传等指导。 

  42.优先扶持贫困地区参与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和旅游民宿质量等

级评定工作。推动省直文艺单位与乡村旅游试点地区开展结对帮扶

活动,创排体现当地旅游特色文艺节目,增强旅游吸引力。 

  43.组织各类媒体运用新媒体矩阵、“悠游吉林”微信号、头条

号等一系列平台,重点宣传推介我省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旅游特
色产品。 



  44.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互联网”模式,开展旅游扶贫公益宣传,
集中推介一批贫困地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目的地。 

  五、落实消费扶贫保障措施 

  45.中省直有关部门要细化实化消费扶贫相关政策举措。各市

(州)、县(市、区)政府要根据产地、消费地的不同定位,明确目标任
务,建立工作机制,积极推动消费扶贫深入开展。 

  46.及时总结和宣传推广消费扶贫工作中涌现出来的经验做法、
先进典型,营造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的良好氛围。 

  47.引导建立公司、合作社、致富带头人与贫困人口的利益联结

机制,提高贫困人口在农产品销售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中的参与度,
切实保障贫困人口分享收益。 

  48.发挥消费扶贫辐射带动作用,扶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
增强贫困人口与市场的对接能力。 

  49.充分利用省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省直相关部门及各市县政府要统筹相关政策资源和
资金项目,以供应链建设为重点,支持开展消费扶贫示范。 

  50.对在贫困地区从事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和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的企业,在金融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51.对省内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易地扶贫搬迁、民生发展、

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做到应保尽保;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不受指标规模限制。 

  52.探索建立消费扶贫台账,作为政策支持、奖励激励、评先评

优等的重要依据。 

  53.加强对消费扶贫工作的督促指导,及时跟踪进展情况,协调解

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 

  54.将消费扶贫工作开展情况作为考核省内扶贫协作、对口支

援、驻村帮扶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脱贫攻坚工作计划,推动消
费扶贫各项任务和政策落到实处。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 年 7月 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