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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州民营企业参与农村产业扶贫的思考 

申浩
1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民营企业是农村产业扶贫的重要载体之一，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成效明显，促进了贫困地区农村的发

展。通过分析贵州黔西县食用菌裂变式发展模式、恒大集团帮扶大方县模式、习水县“1+N”模式、特驱集团“141”

精准扶贫模式、金沙县“富民贷”模式等实例，建议进行科学有效的组织引导，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积极引

导多形式参与扶贫，争取构建开放式的农村产业扶贫新格局。 

【关键词】民营企业；农村产业扶贫；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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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民营企业参与农村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 

近年来，贵州省农委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对农村产业发展的帮扶工作，将部门扶贫与民营企业扶贫统揽，明确各部门的工作

职责，做好与企业的对接，提高企业对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效应。以发展产业为根本，带动二三产业的良性发展之路。在精准

扶贫工作上，强化农企互动，推进互利双赢，推出了以“三变”、“产业裂变”“合作社+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

脱贫模式。以黔西县食用菌裂变式发展模式、恒大集团帮扶大方县模式、习水县“1+N”模式、特驱集团“141”精准扶贫模式、

金沙县“富民贷”模式为主要代表： 

1.1黔西县食用菌裂变式发展模式 

以黔西腾馨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和贵州水西瑶食用菌有限公司为例，建立食用菌裂变式发展种植基地，基地采取从“木料加

工→菌棒→菌菇→成品干菇包装上市”一条链的生产流程。基地为贫困户提供菌棒、大棚技术，每户贫困户领种 1 个大棚，可

以种植 7000个菌棒，生产出的花菇统一由牵头企业收购包装销售，每个菌棒一次可以出菇 1.2斤左右，一年出菇 2次，花菇均

价 3 元，除去菌棒 2.6 元成本，每个贫困户每年可以创收 2 万元左右。基地全面建成投入生产需工人 100 余名，贫困人员优先

聘用，人均月工资可达 2000 元以上，实现贫困户就业人员精准，带动 10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探索出了黔西县“1+10+N”模

式、水西瑶食用菌“1+2+1+2+N”模式，实现裂变式发展带动脱贫，逐步实现全员覆盖。 

1.2恒大集团帮扶大方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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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9 亿元，计划三年内扶持 1000 个以合作社方式运营的肉牛、蔬菜、中药材等特色农牧业产业基地，帮助 10 万人就地

脱贫；设立总额为 10亿元的“恒大大方产业扶贫贷款担保基金”，专项为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设立“恒大大方贫困家庭创业

基金”，用以奖代补的方式直接奖励给创业户。 

1.3习水县“1+N”模式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贫困户“公司+家庭农场（养殖大户）+农户（贫困户“公司+集体经济+农户（贫困户）”等“1+N”

模式，建立完善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养殖大户、贫困户之间的利益链接机制，让贫困户搭上畜牧产业的“快车”。2014

年以来，贫困户入股企业 800多户，在企业务工 1000多人，新增畜牧养殖贫困户 9千多户。 

1.4特驱集团“141”精准扶贫模式 

“1”就是一个产业链。建立从饲料研发、原材料采购、饲料加工，猪场猪舍建设、猪场猪舍管理、疫病防疫、市场销售的

完整产业链。“4”就是四方合作。政府：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施行者，是产业发展的引导者，主要负责顶层设计、资源整合、

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协调服务、营造环境等工作；金融：产业要发展、基础设施要建设、农户发展启动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合作社：变简单“扶持到户”为重在“效益到户”，建立“政府引导——合作社带动——农户跟随”的产业化精准扶贫体系。

农户：在合作社的带领下，参与畜牧养殖，实现早日脱贫。“1”就是保险。保险在化解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它能通过及时充分的保险赔款，使农户得以迅速恢复；减少农户收人波动，安定农户生活，增加农村消费。 

1.5金沙县“富民贷”模式 

以贵州尚土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和贫困户模式为例，按照每户农户贷款 5 万元的标准，积极引导双兴、金新、桃园等村

92 户贫困户争取到富民村镇银行发放“富民贷”贷款 460 万元入股到该公司发展油用牡丹种植，合作期限为三年，由公司分别

按照 6%、7%、8%的比例对入股贫困户进行保底分红，贷款入股本金由公司代为偿还银行，确保贫困户无风险、稳增收。建立“贫

困户+合作社（公司）+支部”的联动发展利益联结机制，采取土地入股分红、整合“特惠贷”入股分红及基地务工等多渠道增

加群众及贫困户收入。 

2 贵州民营企业参与农村产业扶贫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贵州省民营企业参与农村产业扶贫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对民营企业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缺乏统一的资料收

集与数据分析，笔者只是在农村产业扶贫的事例上定性，总体指标上不好定量。但是当前工作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2.1缺乏组织引导 

目前，大型企业集团和部分小型企业等积极参与农村产业扶贫工作，但少数企业参与意识不高，认为参与到农业产业扶贫

无利益可图，不愿意做出相关投入。当前贵州民营企业较多，由于缺少政策宣传和引导不足，导致参与扶贫的比例较少。 

2.2认识还需进一步提高 

就总体情况来看，部分企业参与农村扶贫的认识上还存在单一性、简单化、程序化现象。其中：表现在单一性上，主要是

面对“三农”工作，一些工业企业不知道该干什么；而企业如果本身是从事第一、三产业的，因为与“三农”接近，所以参与

的热情比较高。但多表现在简单性上，大多数企业还是捐资捐物，参与实质性的产业发展、生态农业、新农村建设上不是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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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产业基地建设、技能培训等深层次延伸还不强。 

2.3受援方存在“重援助轻共建”发展思想 

在企业参与扶贫工作中，受援方总希望企业能在资金、物质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而轻视与企业共同建立支柱产业，共

同发展。要使企业在农村产业扶贫中富有生命力，不仅仅看企业直接拿了多少钱，帮助修了多少条路、建了多少个水渠，更重

要的是企业能把贫困村和企业自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产业发展，实现贫困村、企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促

进、互惠共赢”，才能使企业在农村扶贫的领域中常做常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3 贵州民营企业参与农村产业扶贫的几点建议 

3.1进一步科学有效的组织引导 

要将企业参与农村扶贫工作纳入重要议程，统一部署，统一协调，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指导；建立企业参与农村扶贫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有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定期召开会议，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在参与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同

时，政府部门要结合分工积极主动抓好企业与扶贫村、贫困户的牵线搭桥工作，引导企业结合各自实际，选择相应的产业发展

项目，在方式上采取“公司+基地+贫困户”等产业扶持模式。 

3.2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推动企业参与农村扶贫更多地需要通过政策激励、建立互惠互利机制，引导、鼓励企业主动参与。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对

企业参与农村扶贫开发的优惠政策，对企业参与扶贫的项目开发，在政策范围内给予大力支持，优先安排农业产业化资金等产

业扶持政策；对在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农民培训、基地认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给予一定的补助或奖励，

不断优化政策环境，以调动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3.3进一步创新扶贫模式 

企业参与农村扶贫可以不拘形式，不论内容，应根据企业自身的条件、能力开展。鼓励、支持更多基础较好、能力较强的

企业，直接参与定点帮扶贫困村，实行“整村、整乡、整县推进”产业帮扶；条件具备的可以与贫困地区进行结对帮扶，开展

“村企共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属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可以将产业基地建在贫困村，通过产业的发展带动贫困村群众

脱贫致富；基础稍差、条件稍欠的，可以直接帮助建设一个具体项目，为产业扶贫增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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