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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起草单位:湖州衡鼎产品检测中心、湖州海青木竹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湖州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小科、杨旭、安鑫、李海青、姜俊、单志超、邹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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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来料加工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生态环保型、灵活就业型和大众普惠型产业,在农村特殊群体的就

业增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对我国劳动密集型、生态环保型轻工产业的转型发展与区域布局优化都具

有意义。
来料加工作为一种扶贫产业,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扶贫上的精准性,能够实现扶贫和多方共赢的

发展目标,具有创新意义和推广价值。一是经济上的合理性。来料加工是一种轻资产模式,它对政府和

经纪人的成本投入需求相对较少,对加工者近乎“无门槛、零成本”。二是扶贫上的精准性。带动特困群

体增收。
为规范该产业在扶贫项目中的运营,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特制定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可为来料加工项目扶贫运营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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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来料加工项目运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给出了来料加工项目运营管理的项目条件、职责分工、组织与运行、预期成效分

析、评价与管理的要求。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扶贫类的来料加工项目运营管理。

2 项目条件

2.1 区域文化特色评价 

扶贫组织或帮扶实施主体对当地文化、地理位置等进行分析,选择并开展适合区域特点的来料加工

项目。

2.2 贫困户能力评价

2.2.1 帮扶实施主体对贫困户开展能力评价,实施分类指导。

2.2.2 扶贫组织、帮扶实施主体或第三方机构为贫困户提供技能培训,使其掌握必要的来料加工知识

和技能。

2.3 信息释放

扶贫组织协助建立来料加工项目信息化平台或展示平台,发布产业发展规划、来料加工经纪人、加

工能力等信息。

3 职责分工

3.1 扶贫组织主要工作内容

3.1.1 提供基础信息

3.1.1.1 来料加工区域扶贫组织宜提供当地来料加工项目扶贫规划。

3.1.1.2 扶贫组织提供贫困户基本信息,协助帮扶实施主体精准对接贫困户。

3.1.2 组织推广

3.1.2.1 协助帮扶实施主体进行来料加工项目扶贫模式宣传推广,出台扶持政策。

3.1.2.2 将来料加工服务列入当地创业扶贫项目,支持贫困户从事来料加工工作。

3.1.2.3 协助整合当地来料加工社会化服务组织资源,支持建立来料加工经纪人(组织)、来料加工经纪

人协会。

3.1.2.4 将来料加工服务纳入当地新型职业技术培训,协助组织来料加工经纪人(组织)、贫困户参加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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