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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脱贫中产业扶贫的路径分析 

——以湖北省天门市 119 个贫困村脱贫实践为例 

杜 丽
1 

（中共天门市委党校，湖北天门 431700） 

【摘 要】精准扶贫中产业扶贫是关键一着，以产业化发展为抓手，综合多种手段，整村推进扶贫减贫，是解决

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的重要手段。本文将以湖北省天门市 119个贫困村脱贫实践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其产业扶

贫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探讨产业扶贫的一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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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缘起 

中国政府提出精准扶贫是对全世界扶贫工作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重在精准，脱贫实效重在持续，不返贫。古语说：“授人

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要想彻底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关键还是要靠产业开发，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走产业扶贫的路子。 

农村产业扶贫积极回应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全域开发、全业态开发和全产产业开发，

促进农村经济整体提升，有力助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减贫。文本以湖北省天门市近年来，以发展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的实践为例，

客观审视产业扶贫的现状，深入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并对产业扶贫的一般路径进行探索。 

2 天门市产业扶贫现状 

天门市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是武汉“1+8”城市圈成员之一，辖 26个乡、镇、办、场、园，国土面积 2622平方公里，总人

口 167 万，其中农业人口 126 万，是省定插花贫困地区。通过精准识别，锁定贫困户 27836 户、贫困人口 76553 人。2014 年已

脱贫 3806 户、8064 人，其中 2016 年存量 57219 人。近年来，天门市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多种产业助力脱贫攻坚，农村贫

困人口由 2013 年的 78417人减少到 2016年的 57219人，并初见成效（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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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天门市产业扶贫主要项目及帮扶情况表 

产业名称 带动贫困户（户） 帮扶企业（家） 

高效大棚蔬菜产业园 690 22 

劳务用工 81 11 

富硒产业基地 1080 5 

禽畜养殖业 510 23 

休闲观光产业 185 2 

注：数据来源：《天门市产业扶贫工作方案》等九个工作方案的通知。 

3 天门市产业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天门市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目前已有 1573个经营主体与 653个村、11373户贫困户对接，实施产业扶贫。

产业脱贫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 

3.1产业化发展环境不够优 

天门市的大多数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仍依靠简单的生产工具，农户拥有的固定资产比较缺乏，直接导致生产力水平低下。加

上大多农民出门甚至出国经商，仅有少数农户留在家中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从而导致整个地区产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充分。

加之，2016夏季天门遭受特大洪涝灾害，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脱贫任务，破坏了一段时间以来脱贫攻坚形成的有力基础环境。 

3.2政府扶贫开发力度不够大 

3.2.1识别还不够精准。贫困户识别存在着建档立卡操作培训不够到位，动态管理不够及时，政策理解不够透彻，筹措扶贫

资金、整合项目资金投入扶贫的办法不多等问题。3.2.2 资金配套不够完善。金融助力扶贫已经启动，但是部分金融机担心资金

安全，不愿贷款给贫困户，2016年天门市金融机构仅向 2 户贫困户发放了扶贫贷款，使得投入的资源完全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形成了投与未投、投多与投少的无差别化。 

3.3龙头企业产业带动不够强 

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战略，建立起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近 2000家，但大多数合作社无论是整体规模还是科技水

平都相对落后，缺乏生产活力，没有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龙头企业不像大型工商企业一样具有多个投资主体，资金来源相对

单一，管理决策也相对分散，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 

3.4农户教育水平不够高 

全市贫困户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思想观念比较保守，不愿与政府或企业合作，这也是农业产业化中不容忽视的因素。

有的农户不愿意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来，而更愿意接受国家或政府发放的资金补贴，缺乏农业生产能力。农民职业培训参与度低，

大多数农民没有参加过职业培训，缺少职业技能，对贫困村农民脱贫致富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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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门市产业化扶贫路径 

面对上述问题，未来的扶贫政策除了进一步发挥已有扶贫机制的优势和经验，完善贫困瞄准机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增

加扶贫项目的效益外，还需要着眼于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水平，更多地依靠贫困人口自

身能力促进发展，增强政府政策的协同性，构建大扶贫的格局，通过外部支持和贫困对象的自身努力来实现减贫目标。 

4.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环境”扶贫 

一是改善农田水利、交通基础设施。大力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发展的外部基础环境，方便信息、产品、物流

通达，走一条有保障的开发路子。 

二是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以市场机制来调节土地流转和配置，可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增进土

地的生产收益，刺激产业投入的积极性。加强对投入资金的监管，形成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银行为中介，以企业为接收载体

的协作整体。 

三是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区域性农业信息网，为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促进农业技术

推广，加强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融合运用；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提高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程度；

完善自然灾害的预警机制，建立相关的农业保险项目，降低农业生产中的风险，稳定农民收入。 

4.2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实现“开发”扶贫 

一是统筹片区规划。结合实际找准片区内的扶贫项目。行政区域交界地区应加强合作，协同公关，共同编制科学的规划，

整合项目、资金，形成合力。在适当的地区建设一批重大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饮水、灌溉、农田整治、学校、卫生院、养

老院等，将公共服务延伸到需求缺口大、人口相对集中的片区。应协调不同部门，将资金捆绑使用，避免“撒胡椒面”，建立专

项账户和资金使用监管机制，资金跟着项目走，集中力量办大事，为贫困地区发展创造有利的起飞条件。 

二是加大融资力度力度。增加项目的直接投入，提高财政预算在扶贫项目资金中的比重，减免贫困家庭对项目的补充投资

要求。将省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向贫困人口倾斜，建立财政收入增长与扶贫资金的挂钩体系；要采取措施广泛动员社会资金进

入扶贫开发领域，发挥企业、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责任感，通过税收优惠、税费减免、土地使用等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贫困

地区；要增加对贫困农民的金融支持，为贫困家庭提供小额贷款，并通过财政贴息等方法降低贫困农民的还贷压力，探索在村

庄建立互助资金，增加农民的融资渠道。 

三是建立“市场+”机制。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设施农业，让农民有一定的产业项目和致富项目。通过为龙头

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减免、资金扶持的方式，利用“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将分散的小农整合起来，增强抗风

险能力，减轻贫困人口的脆弱性。 

4.3培育壮大地方企业，加大“带动”扶贫 

在产业化扶贫模式中，地方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影响不容忽视。通过调查，在天门市有地方企业或合作社的地方，农户有较

好的资源可以利用，能够吸纳更多的贫困人口，使农民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如：渔薪镇灰市村和青山村建设设施蔬菜标准园，

实施“合作社+农户”双带（带头富、带领富）扶贫模式，惠及贫困人口 287 人，低保户 82 户，97 人，让贫困户得到了实惠，

实现了“土地流转收租钱”、“生资赊供免息钱”、“技术支撑多赚钱”、“订单收购保本钱”、“社内打工得现钱”；白茅湖代湾村大

力发展苗圃产业，进行绿化育苗，有的贫困户直接得到技术和项目帮扶，有的贫困户在合作社内打工增收，取得了良好的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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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竟陵办事处祖师村与华西农商城对接，帮助指导贫困户连片种植大棚蔬菜 75 亩；小板镇周杨村拟建 120 亩的花卉苗木产

业园；岳口镇习桥村将该村蔬菜种植与嘉琪公司对接，拓宽增收渠道。 

4.4加大教育培训力度，鼓励“自我”扶贫 

实施产业化扶贫的关键是要农户自身参与其中。一是提高基础教育水平。要加大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积极

建立标准化的教育设施，科学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使城乡共享优质教育服务，不让贫困地区的儿童输在起跑线上。提高贫困

地区的高中入学率，使贫困地区学生们有接受更高程度教育的机会，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教育差距，进而使贫困地区劳动力有向

上的社会流动空间和渠道。 

二是加大劳动力转移培训。通过进行劳动力输出转移，进入城市和现代产业领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减少农村贫困。利

用政府和社会教育培训资源，开展现场传授、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技能培训，让农民进得来，学得会，

用得上。根据市场需求设置培训项目，如多提供驾驶、建筑、机械使用、维修等市场需求广、易教易学的培训项目。有条件的

应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获得从业资格，让农民掌握一技之长，增加进城务工的就业机会。 

三是抓好专业技能指导。要根据群众需要，在哪里实施项目，就在哪里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增强农民参与的积极性。要发

挥现有科技推广站和农机推广人员的作用，广泛深入农民的田间地头，利用现场教学，向农民提供科学的种田技术，促进科技

下乡。在产业扶贫过程中，依托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的优势，在标准化的生产中向农民传授急需的农业高新技术、关键技术和

实用技术，提高农民的致富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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