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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南县 2021 年第三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使用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

为充分发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以下简称

“衔接资金”）作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全力推动乡村振兴项目落地落实，加快全县经

济社会稳定发展，结合本县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实现“五大”振兴为目标，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

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

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

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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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依据

根据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乡村振兴局 青海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青海省农业农村

厅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青海省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青财农字[2021]821 号）

和《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三批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青财农字

〔2021〕544 号）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方案。

三、项目概况

本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计划总投资2598万元，

其中，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298 万元，村级自

筹资金 300 万元；项目主要用于村集体特色产业发展和村内

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四、投资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一）过马营镇达拉村黑藏羊养殖小区建设项目

背景条件：过马营镇达拉村共有 3个社 266 户 1005 人。

草场面积 2195519 亩，退耕还林（草）11071 亩，拥有牲畜

5414 头只，人口分布稀疏，地缘面积辽阔，人均占有草场面

积大，村民种养殖经验丰富，基础条件较好。

建设规模：计划总投资 600 万元，其中，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00 万元，村级自筹 100 万元。主要用于

新建养殖小区 1处，配套草料棚、青储窖、消毒室等相关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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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县乡村振兴局、过马营镇人民政府

经管主体：过马营镇达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建设地点：过马营镇达拉村

建设期限：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5 月

效益评价：该项目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黑藏羊养殖

业，通过项目实施可改变村内产业发展现状，进一步增加村

集体收入，预计每年可增加投入资金 6%以上的村集体收益，

至少带动就业 5人以上。

（二）过马营镇洛加村黑藏羊养殖小区建设项目

背景条件：洛加村全村有 3 个社 343 户 1295 人。草场

面积 139000 亩，其中草畜平衡草场 7.97 万亩，禁牧草场 6

万亩，耕地 8580 亩，退耕还林 12492 亩。全村有 1 个村集

体合作社，家庭牧场 4个，2020 年全村有各类牲畜存栏 28580

头(只)。具有较好的养殖经验和基础条件。

建设规模：计划总投资 600 万元，其中，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00 万元，村级自筹 100 万元。主要用于

新建养殖小区 1处，配套草料棚、青储窖、消毒室等相关设

施。

建设单位：县乡村振兴局、过马营镇人民政府

经管主体：过马营镇洛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建设地点：过马营镇洛加村

建设期限：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5 月

效益评价：项目建成后，预计能增加投入资金 6%以上的

村集体效益，至少带动 5人实现稳定就业。养殖业作为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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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优势产业之一，必然给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其它附

加产业机会，能有效引导农牧民群众走向市场，规模化发展，

改善生产、生活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三）茫曲镇昂索村黑藏羊养殖小区建设项目

背景条件：茫曲镇昂索村全村有 4个社 294 户 1143 人，

是以农为主、牧业为辅的农业村，具有较好牛羊养殖经验和

商贸流通基础条件。村草场面积 32742.66 亩，禁牧草场

32742.66 亩，耕地 6100 亩，退耕还林 4584 亩。全村有 4个

村集体合作社，家庭牧场 3个，2020 年全村有各类牲畜存栏

7000 余头(只)。村两委班子团结务实，工作能力强，善于经

营管理，发展思路清晰，致富能力较强。

建设规模：计划总投资 600 万元，其中，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00 万元，村级自筹 100 万元。主要用于

新建养殖小区 1处，配套草料棚、青储窖、消毒室等相关设

施。

建设单位：县乡村振兴局、茫曲镇人民政府

经管主体：茫曲镇昂索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建设地点：茫曲镇昂索村

建设期限：2021 年 8 月 2022 年 5 月

效益评价：项目建成后，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大力发展农

牧产业，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把

种养殖做成“大产业”。预计能增加投入资金 6%以上的村集

体效益，至少带动全村 5余人实现稳定就业，对本村的农民

就业、提高农民收入、促进乡村经济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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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项目（直亥村）

背景条件：直亥村是以牧业主的牧民村，全村有六个社

455 户 1890 人，全村草场面积 41.9 万亩，其中草畜平衡草

场 38.92 亩，禁牧草场 2.76 万亩，耕地 2800 亩，退耕还林

2233 亩。山大谷深、空气清新、森林茂密、流水潺潺、风景

优美，既有富含多种矿物质的温泉、秀丽的自然风光，又有

神奇的神话传说，是我县打造的乡村旅游重点村，无论是自

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都极具开发价值。

建设规模：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新建民族手工艺文旅

产品加工厂 1处，配套相关设备;购买帐篷 20 顶，其中，30

㎡的 4顶、27 ㎡的 6顶、16 ㎡的 10 顶，配套制作木质底座

20 套；太阳能路灯 50 个左右；不锈钢户外垃圾桶 50 个左右;

新建木栈道 2公里左右。

建设单位：县乡村振兴局、过马营镇人民政府

经管主体：过马营镇直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建设地点：过马营镇直亥村

建设期限：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5 月

效益评价：项目建成后，能进一步夯实本村发展乡村旅

游的基础，预计能增加投入资金 6%以上的村集体效益，直接

带动全村 10 余人实现稳定就业，对该村通过发展旅游产业

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

（五）贵南县村内及产业道路巩固提升工程

背景条件：茫曲镇那然村位于县城西 5公里处，全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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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个社、613 户 2254 人，耕地 3873 亩（其中水浇地 1859

亩），退耕还林还草 3230 亩，草场 35638 亩，养殖各类牲

畜 16000 头（只）左右，家庭牧场 4个、合作社 3座，原有

道路年久失修，路面较窄、破损比较严重，给村民生产生活

带来诸多不便。

贵南黑藏羊于 2012 年通过欧盟认证和中鉴认证有限责

任公司有机产品认证，是“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先

后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贵南县黑藏羊繁育中心位于离县城 15 公里处的西龙沟口，

全场总面积 4.4 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 3.9 万亩，耕地 2823

亩，退耕还草 1700 亩，现有牧户 104 户 418 人。贵南县黑

藏羊繁育中心在全县黑藏羊保种扩繁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但通往繁育中心的道路年久失修，晴天尘土飞扬，雨

天泥泞坎坷，严重影响着中心及周边群众物资运输和人畜出

行。

建设规模：计划投资 298 万元，其中，那然村计划投资

228 万元，巩固提升村内道路 5.6 公里左右；黑羊场计划投

资 70 万元，巩固提升入口道路 1公里左右。

建设单位：县乡村振兴局

建设地点：茫曲镇那然村、贵南县黑藏羊繁育中心

建设期限：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5 月

效益评价： 项目建成后，有效改善村内（繁育中心）

道路通行条件，提升村容村貌，降低运输生产成本，促进村

经济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成效，奠定乡村振兴基础，具有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监督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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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发改、财政和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财政扶贫发展资金

的监督检查。各项目主管单位、建设单位和实施单位要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抓紧组织开展项目可研、设计

等前期工作，并根据项目实际确定具体工程量，严格落实公

开公示制度，规范项目招投标、检查验收和资金支付，全面

落实项目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的责任，确保配套资金

（建设）到位。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要建立项目台账、制定

管理办法、明确管理责任，切实担负项目后续运营、维护、

管理工作，确保项目资产不流失、不闲置，持续发挥项目效

益。

六、其它要求

各乡镇、各村务必要引起高度重视，及时成立相关工作

组全力配合项目建设单位，积极做好现场协调及项目监督工

作，根据项目实际提前收缴村级自筹资金，并联系相关单位

抓紧做好项目选址并办理用地审批手和环评登记工作，期间

产生的费用由村集体自筹解决，要确保不因任何因素延误项

目工期。

附件：贵南县 2021 年第三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第三批）项目实施方案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