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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十堰市特色产业扶贫现状，探讨了我市贫困问题的成因，在十堰市现有特色产业扶贫模式创新

基础上，提出了十堰特色产业扶贫发展的可持续途径。研究认为，我市特色产业扶贫应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基本设

施建设、连片特色产业协同发展、完善特色产业扶贫政策体系，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以保证特色产业扶贫的可持续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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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2018 年 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市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全面打好脱贫攻坚

战，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根据《十堰市脱贫攻坚“十

三五”规划》，到 2018 年我市 8 个贫困县市全部“摘帽”、456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4.68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十堰市能否

打赢扶贫攻坚战，2018年成为至为关键的一年。

产业扶贫是习总书记提出的脱贫“五个一批”工程的首要一条，也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最主要路子。在基于十堰市现有及潜

在特色产业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基础上，将贫困户充分融入我市特色产业发展中，统筹贫困户、特色产业及市场协同发展，

对现有特色产业扶贫模式创新优化，有效发挥特色产业比较优势，并保证模式可持续发展，巩固扶贫成果，对促进我市扶贫工

作及发展地区经济具有一定的现实及理论意义。

2、十堰市贫困成因分析

十堰市所辖五县一市地处秦巴山区，为国家深度贫困地区。该区文化教育水平低、交通信息落后、经济发展滞后、自然灾

害频繁发生，呈现集老、少、山、边、穷于一体的特点。

根据前期对十堰市贫困户贫困成因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贫困户的主要致贫原因如下：在调查的 301 户贫困户中，贫困户的

主要致贫原因如下：交通条件落后 128户，占比 42.5%；因病 127 户，占比 42.2%；缺资金 71 户，占比 23.6%；因残 46 户，占

比 15.3%；缺劳力 45 户，占比 15.0%；缺技术 34 户，占比 11.3%；因学 32 户，占比 10.6%；缺土地 11户，占比 3.7%；自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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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 6户，占比 2.0%；缺水 5户，占比 1.7%；因灾 4户，占比 1.3%。贫困户的致贫原因错综复杂，呈现多因素影响现象。详

见图 1。

图 1 贫困户主要致贫原因分布图

3、十堰市特色产业扶贫模式创新

在前期的扶贫开发中，十堰市依靠自身资源禀赋，如中药材、茶叶、核桃、畜牧、蜜蜂、水产养殖、旅游等，鼓励各乡镇、

村引进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发挥产业特色优势，已探索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模式、“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市

场主体+基地+农户”模式、“乡村旅游+扶贫”模式、“扶贫产业园区+扶贫”模式等多种特色产业扶贫模式，但在现有扶贫模

式中普遍面临分散经营为主，缺乏规模效应；市场主体较弱，缺乏竞争力；利益联结机制欠缺，抗风险能力较弱；农户科技文

化素质较低，市场意识不强等挑战。

基于此，笔者在前期研究中已提出“基层组织+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特色产业扶贫模式，发挥“基层组织带领、共

产党员带头、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带管”的作用。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扶贫开发特别是产业化扶贫中的带领作用，通过基层

组织对参与产业扶贫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进行监督管理，保证扶贫开发主体各方利益的落实；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

作用，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如房县门古寺镇项家河村全村 47名党员中，19名党员都是产业发展的示范户，带头作用效果明显；

引进龙头企业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特色产业扶贫时，应采取租赁、合作、入股、托管等方式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将合作制

与租赁制、合伙制、股份制、委托制等结合，提高农户参与热情；通过各种形式成立的合作社，应进一步组建技术经济服务站，

建立科技电子信息、“互联网+”平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一体化服务。同时由合作社与市场衔接，与经纪人签

订购销协议，集中组织销售。

4、十堰市特色产业扶贫的可持续途径

4.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特色产业的基础。近年来，十堰市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如竹溪县 2017年新

建产业基地 28.1 万亩，完成通村达院路 925 公里、安全饮水项目 314 个、新建 4G 基站 253 个。郧西县建设光伏扶贫电站 438

个，84个重点贫困村和 13个非重点贫困村光伏扶贫电站已并网发电；建成乡镇、村电商网点 230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为

发展该地区特色产业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当前，十堰市通过“十个到村到户”项目建设，农村水、电、路到村到户已基本实现。但也应看到，我市贫困地区能够带

动区域内特色产业发展的高等级公路、铁路较为欠缺，交通的不便导致农产品流入市场困难，造成产品滞销；部分地区通讯设

施落后，导致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发展滞后；部分深山区缺水状况依然存在，严重影响特色产业的发展。因此，发展我市特色

产业扶贫，首先应继续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现有政策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发展特色产业扶贫为契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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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水利、道路建设，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发展结合。

4.2连片特色产业协同发展

十堰特色产业开发主要依托片区内现有特色产业资源，但片区内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趋同，产业扶贫项目中多以种养植和

低端劳务输出为主，使得特色产业扶贫项目重复投入严重，且缺少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对此，县、乡级政府必须对片

区内同一类型的特色产业项目进行关联性分析，突破村庄边界，实施跨乡镇、跨村组连片特色产业扶贫开发建设，实现协同发

展。

由于连片特色产业协同发展需要不同地区和部门相互配合，涉及多个行政区域，而不同行政区域在产业选择和扶持等方面

相互独立。为克服区域界线的影响及各自为政现象，不同区域之间必须在产业规划、市场开拓等方面建立系统的协同协调机制，

以此推进地区间合作、部门协作，统筹特色产业资源、资金运用。为保证协同发展的效果，还应在协同组织机制、利益共享机

制、技术共享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协同监管机制、考核机制、争议处理机制等方面进行同步创新。

4.3完善特色产业扶贫政策体系

十堰市特色产业扶贫开发受传统的行政主导观念与社会环境影响，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配合”的特征。为打破该

特征，特色产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实施应将政府、科研机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作为共同主体，整合不同区域的特色产

业资源，把产业规划与十堰市“十三五”规划结合，着力打造地域特色突出、品牌效应显著、比较优势明显、市场前景广阔的

扶贫产业，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展。

在政策规划时，以市场为导向，同时充分尊重特色产业扶贫各参与主体的意愿，明晰各方权责。在制定具体产业扶贫政策

时，充分考虑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同时要充分考虑不同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如笔者在调研时发现十堰市部分县市区对

2014、2015、2016 年度脱贫的贫困户，兑现 500元产业发展巩固提升资金，对于 2017 年度预脱贫户兑付 1500元产业发展起步

资金，而对于 2018、2019年度贫困户预兑付 500元产业发展起步资金。拨付资金名义上为产业发展、产业巩固，实际上是变相

发放补贴，没有考虑资金投向的精准性，只简单的根据脱贫年限考虑资金安排，也没有考虑贫困户是否发展产业、发展了多大

规模。在政策执行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指挥与执行、协调与监管等作用，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保障各参与主体在发展意愿

和帮扶措施上能够有效沟通。

4.4建全参与主体准入制度

在特色产业扶贫开发中，建立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等参与主体的准入制度。可以通过兼并、重组、租赁、

股份合作、私营独资等多种形式，培育壮大贫困地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同时，推动建成一批脱贫效果显著的

特色产业基地，带动贫困群众在基地创业就业。在符合国家建设用地要求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发展“加工车间”，帮助贫困群

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企业发展和贫困群众就业双赢。

鼓励农户以资本、资产、土地、金融、技术、服务等方式入股，展开合作。对于因病、因残致贫而确实丧失劳动能力，无

法直接参与特色产业发展的人群，建议通过中央和地方扶贫资金入股龙头企业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股份无偿分配给无劳动能

力的贫困人口使其间接参与扶贫产业，获得股金收益而增加收入。

4.5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在十堰市现有特色产业扶贫模式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利益联结主要分为四种形式：接受农户土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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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支付农户土地流转费用；吸纳农户务工，支付农户务工报酬；签订产品购销合同，支付农户生产费用；农户股份分红。如

郧阳区青曲镇积极引进市场主体围绕草莓、蓝莓等发展农业产业，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及股金等方式从中收益。青曲镇

某（草莓）产业基地 2017年共带动 35户贫困户增收 52062元，其中土地流转收入 25992元、务工收入 26070元，户均增收 1500

元。但由于受贫困农户自身资源及条件限制，一些合作社不愿接纳贫困农户，或是农户入社不参股，即使参股的农户，由于股

份所占比例较低，在产业发展中失去话语权，导致股份分红收益微弱，“优势股控制”现象较为突出，引起普通社员的抱怨与

不满，最终导致农民参与积极性较低，退社现象时有发生。

健全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可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地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企业与合作社的合作，以股权为纽带，相互参股结成利益联结关系，使企业内化成为合作社内部的法人企业，双方优势互补，

真正形成紧密型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体。另外，允许农户以机器设备或资金、技术、土地等方式入股，在利益上实

现捆绑，形成产业链上紧密的合作伙伴。为限制“优势股控制”现象，建议让大股东适当减持股份，由其他股东认购，或社员

适当增资，或吸收新社员以降低原有大股东的股权比例，同时也可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合作社，这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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