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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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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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菏泽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质量协

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山东建筑大学。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安洁、蔡维超、梁平、刘波林、李星华、王璐、张杰、孙兆洋、程越、

安鑫、杨锐、孙英、包成、王爽、王静、范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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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精准脱贫方式多样,青壮年贫困人口能够外出打工实现脱贫,剩余在农村的贫困劳动力,缺技

能、文化程度低、家庭拖累大导致无法外出务工。扶贫车间是在结合实际、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探索出来

的一种“送岗上门、就近就业”就业扶贫模式。扶贫车间是指建设在乡、村,以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为生产

经营活动场所,以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解决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为目的,以从事农产品初加工、手工

业、来料加工经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内容,实现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就近就业扶贫模式。
扶贫车间的投资回报比高、见效迅速、帮扶面广、风险可控、扶志扶智、夯实基层、发展产业、促进和

谐,可带动贫困群众就业,有效增加贫困群众收入,是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7年11月,已有22个省份建立了共计2万多个扶贫车间,吸纳贫困人口14.9万人。
扶贫车间虽具备投资回报比高的特点,并且已有成功建设经验,但在如何保证扶贫车间建设质量、

持续性运营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为规范该产业在扶贫项目中的运营,推广典型的经验和做法,特制

定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可供扶贫车间项目运营管理过程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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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车间项目运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给出了扶贫车间项目的项目条件、职责分工、项目组织与运行、项目预期成效分

析、项目评价与管理的内容,并提供了我国扶贫车间的精准扶贫典型案例等相关信息(参见附录A、附
录B、附录C)。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扶贫车间项目运营管理。

2 项目条件

2.1 设施设备条件

2.1.1 项目设施应以生产用车间建设为主体,根据加工产品种类规划建设厂房并配套生产生活设施。

2.1.2 应具备产品运输的交通条件。

2.2 人员条件

2.2.1 应有一定劳动能力,无传染性疾病,对所生产产品无民族或个人身体体质禁忌。

2.2.2 应优先录用贫困人口。

2.2.3 应根据生产需要配置管理人员和安保人员。

3 职责分工

3.1 政府主要工作内容

3.1.1 制定扶贫车间建设规划,做好统筹协调、政策宣传等工作。

3.1.2 制定扶持政策,对入驻扶贫车间的企业、个体经营者按规定给予政策扶持。

3.1.3 定期开展督导检查,确保扶贫车间规范运行、高效利用、绿色发展。

3.2 帮扶实施主体职责

3.2.1 针对帮扶对象的实际条件,因地制宜实施雇佣和务工安排。

3.2.2 开展就业人员岗前培训,确保其掌握必要的生产技能及安全知识。

3.2.3 实行弹性工作制,方便贫困人口照顾家庭,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与就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劳务合

同或承揽合同。

3.2.4 建立用工档案,做好就业人员的用工统计,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3.3 帮扶对象职责

3.3.1 积极主动接受帮扶指导和要求,学习掌握操作技能。

3.3.2 根据扶贫车间规章制度及生产经营需求,完成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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