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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特色产业扶贫模式创新研究 

毛帅
1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湖北十堰 442000） 

【摘 要】从十堰市特色产业扶贫状况出发，研究了十堰市特色产业扶贫的具体模式，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分析，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创新优化现有扶贫模式，有效发挥特色产业比较优势，以保障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巩固

扶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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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作为秦巴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十堰市肩负着 83.6 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任务。据市政府规划，到 2018 年，我市 8 个

贫困县市全部“摘帽”、456个重点贫困村全部出列、83.6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而这些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高山远山区、

深山石山区和边远库区，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区位条件较差，贫困问题及扶贫难度都更加复杂和艰巨，原有已经

取得成功的特色产业扶贫模式能否继续发挥效果以及效果如何，值得思考。因此，对十堰市现有特色产业扶贫模式进行系统整

理分析，对新时期特色产业扶贫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十堰特色产业扶贫模式分析 

2.1十堰特色产业扶贫状况 

十堰市地处秦巴山片区扶贫开发的中心区域，该区域集“老、少、山、边、穷”的特点于一体，科教文化水平较低、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自然条件恶劣。 

截至 2016年底，十堰市以茶叶、中药材、核桃、山羊“四百万”工程为主，开发粮食、水果、畜牧、水产、林业、农产品

加工、旅游等的特色产业面积达到 542万亩，累计带动贫困农户 16748户、68322人脱贫规模较大。如竹山县依靠自身独特的特

色产业资源，规划了“南部烤烟西部茶、东部肚倍北果杂、畜牧养殖建小区、城郊蔬菜标准化”的产业发展布局，发展了林特、

茶叶、药材、养殖、蔬菜等特色产业基地，实现了 10万农户的脱贫。房县大力发展食用菌、核桃、中药材、山羊、绿茶、蔬菜、

大鲵、烟叶八大特色产业，全县已建成 25 万亩中药材基地，12 万亩茶叶基地，48 万亩核桃基地，5 万亩烟叶基地，饲养山羊

835万只，养殖大鲵 40万尾，发展袋料食用菌 2000万袋，新建蔬菜基地 72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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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十堰特色产业扶贫模式分析 

2.2.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模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形式。截至 2016年底，十堰市注册登记家庭农场累计达到

457 家；专业大户累计达到 2684 家;累计注册并在经管部门备案农民合作社达 1650 家，合作社社员总户数 11.96 万户、占全市

农户总数 67.21万户的 18.7%;全市创建国家级示范农民合作社 22家，省级示范农民合作社 43家，市级示范农民合作社 120家;

创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42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20家;培育市级示范专业大户 20家。 

2.2.2“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 

竹山县借助“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依托县域内 100 余万亩烟叶、茶叶、药材、林特、蔬菜等特色产业基地，成功

打造了多种产业支撑的“边远特色之乡”。目前，竹山县特色产业发展带动贫困农户 2.3万户，6.3万贫困人口获得增收，户均

增收超过 8000 元，人均增收超过 2800元。郧阳区湖北郧府薯业有限公司借助“企业+基地+农户”扶贫产业模式，配套 3000余

亩红薯新品种繁育推广示范基地，带动贫困户脱贫 6 万户。房县军店镇湖北神农本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建立中草药基地近 5000

亩，解决贫困村 1000余人就近务工问题，人均增收近 7000元。 

2.2.3“市场主体+基地+农户”模式 

“市场主体+基地+农户”模式是由两种模式基础上延伸而来，主要表现为龙头企业与当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建立特

色产业生产基地，从事相关产品的生产加工。郧阳大自然蔬菜专业合作社与十堰渝川食品公司借助“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产业扶贫模式，大规模推广种植豇豆、辣椒、萝卜等无公害蔬菜。该合作社现已吸纳 3000多贫困人口，蔬菜基地面积达 5 万

余亩，辐射全区 20个乡镇、300多个村，年产鲜菜 5万余吨，农户累计增收 1.5亿元以上。 

2.2.4“乡村旅游+扶贫”模式 

十堰市櫻桃沟、王家学、卧龙岗等村借助独特的农村原生态、原产地、原民俗等区位优势，建立了“乡村旅游+扶贫”模式，

大力发展城乡旅游、有机瓜果采摘、苗木花卉、农家乐等乡村游产业，推广了櫻桃草莓节、油菜花节等品牌节庆活动，打造了

一批乡村旅游扶贫示范点。如郧阳区樱桃沟村现已打造成全国生态文化村和全国最美村镇；安阳镇青龙村流转土地、山林近万

亩，发展观光旅游和苗木花卉产业。300余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就进务工、经营农家乐等形式人均年增收 2.2 万元。 

2.2.5 “扶贫产业园区+扶贫”模式 

十堰市开发扶贫产业园区，大力引进龙头企业，实现辐射效应。十堰市产业扶贫示范园规划面积 10000亩，分为食品加工、

医药加工、饮料加工和林特产品加工四大板块，该园区已人驻企业 13 家，总投资 12 亿元，可转移农村劳动力 7000人以上，辐

射带动全市 400万亩扶贫产业基地发展，提供就业岗位 7 万个，年可实现农业加工产值 200亿元，税收 10亿元。2015年，全市

共投人资金 24973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6408 万元，信贷资金 18565 万元，扶持产业项目 310 个，新建成茶叶、柑橘、蔬菜、

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基地 65000亩，养殖大牲畜 112000头(只)，产业辐射带动 148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带动农户增收 1438元。 

3 十堰特色产业扶贫面临的挑战 

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化，十堰市特色产业扶贫攻坚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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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分散经营为主，缺乏规模效应 

十堰市在特色产业扶贫开发中，虽根据各贫困村村情创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等经营形式，但受地形地貌及历史因

素的影响，贫困地区大部分土地依旧分散在不同农户手中，仍以家庭分散经营模式为主，大规模经营难度较大，难以形成规模

效应，农户、农业合作社或企业各自为战问题较突出，整个产业扶贫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多元主体参与互动机制，造成一些地

区农产品经销商借此趁机压价，扶贫参与主体利益受损。 

3.2市场主体较弱，缺乏竞争力 

作为连接农民和市场的纽带，农业经营主体、企业规模和运营情况直接影响到农户对市场的判断，甚至关系到农户对企业

的信任。就目前而言，十堰市大部分相关市场主体规模较小、辐射影响力较较弱，未能实现跨区域发展；同时大多数龙头企业

依然采用简单的粗加工生产，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不高;部分企业受资金限制，发展后劲不足，缺乏市场竞争力。 

3.3利益联结机制欠缺，抗风险能力较弱 

在现有特色产业扶贫模式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和农民的利益联结仅依靠单纯的产品购销合同来维系，长期有效的

利益联结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缺乏稳定性。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农户三者在特色产业化链条中不可或缺，

农户和龙头企业分别对原材料进生产和加工，而合作组织将二者紧密衔接。一方面，如果市场出现较大起伏，造成利益下滑或

亏损，各龙头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往往会牺牲农户利益;另一方面，处于中间的合作组织如果不能有效处理好农户和龙头企

业之间的关系，农户利益就难以得到保障，势必导致关系的中止或破裂，抗市场和自然风险能力较弱。 

3.4农户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市场意识不强 

在十堰市现有的特色产业扶贫模式中，农户主要以贫困户为主。部分贫困户缺乏自力更生意识，“等、靠、要”思想依然

存在，甚至部分村镇出现不愿意脱贫的现象;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空巢村”大量出现，农村劳动力主要为“三留守”人员，

青壮年劳动力欠缺，受文化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等因素影响，农民不能很快接受新技术的推广，往往很难接受与适应现代科技

下的农业生产模式；同时，农民市场意识缺乏，从众情况普遍，对企业依赖性较高，一味大面积推广单一品种，造成产品滞销。 

4 十堰特色产业扶贫模式创新 

4.1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各级政府在进行特色产业扶贫时，应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社组织、龙头企业探索诸如人股、租赁、合作、托管等

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将合作制与股份制、租赁制、合伙制、委托制等结合，提高农户参与热情;组建合作社时，不仅要在

生产计划、技术推广、成品收购、生产加工、销售推广、品牌建设等方面充分各经营主体的引导作用，同时还应充分吸纳贫困

农户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以此实现优势互补。合作范围由单一的生产合作，逐步深化到资本、资产、土地、金融、技术、服

务来等多层次合作，最终实现农户分散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有机融合。 

4.2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各级政府在培育本地特色优势产业基础上，应强化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基层组织对参与扶贫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进

行监督和管理，保证扶贫开发主体各方利益的落实。通过建立“基层组织+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特色产业扶贫模式，以基

层组织为引导，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特色产业扶贫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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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创新农村科技培训 

扶贫开发主体在开展科技培训时可以结合当地特色产业状况，以多种渠道和形式展开，从而提升特色产业从业者的劳动技

能，同时贫困村应当配合基础性教育，建立一批以科技种养能人、科技示范户、农业技术员为主体的科技和技术经济服务站，

构建“互联网+”平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一体化服务，加快培养一批懂技术、懂市场的职业农民队伍，提高组

织化程度，以此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效阻断贫困人口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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