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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主导产业带动贫困户产业发展的途径和效果 

——以荆州市菱角湖管理区野鸡尾大队为例
1
 

邢程 1，李勤 1，罗志成 2，高峰 3，唐江虎 2，李明 1 

(1.长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湖北荆州 434000; 

2.荆州区菱角湖管理区野鸡尾大队，湖北 荆州 434000; 3.荆州海关，湖北 荆州 

434000) 

【摘 要】目的：以野鸡尾大队主导产业“莲虾共生”为例，探讨村主导产业带动贫困户产业发展的途径和效果。

方法：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通过技贫扶志、产业选择、农民培训、技术服务、资金筹措、组织方式、产销对接、基

础建设等途径帮助贫困户发展“莲虾共生”产业。结果：贫困户“莲虾共生”纯收入明显高于传统种植（小麦、玉

米、油菜）纯收入，达到产业调整，增加收入的效果。结论：村主导产业是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基础，驻村工作

队和村干部应全方位多渠道帮助解决贫困户发展产业中的困难。 

【关键词】莲虾共生；主导产业；贫困户；产业帮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产业帮扶是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湖北省整村脱贫“九有”标准第一条“有主导产业(村有 1个以上农民普遍收益的主导产

业，有劳动能力贫困户有 1个以上支撑型产业)”。野鸡尾大队通过自身发展，形成主导产业“莲虾共生”，如何通过主导产业带

动贫困户产业发展、产业脱贫，是精准扶贫工作中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本研究以野鸡尾大队为例，探讨村主导产业带动贫困

户产业发展的路径和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野鸡尾大队主导产业“莲虾共生”发展现状 

野鸡尾大队位于菱角湖管理区，是省级贫困村。2015 年以来，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大力推广，发挥村干部带头作

用和经营主体“治高农场”、“盈天蔬菜瓜果合作社”的推动作用，组织动员土地流转、调整田地等办法，实现了 “莲虾共生”

高效养殖模式，占全村土地面积 53.3%，产销稳定，形成特色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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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野鸡尾大队主导产业带动贫困户产业发展的途径 

1.2.1扶贫扶志。精准扶贫实施后，村两委、工作队“扶贫先扶志”，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树立战胜贫困的信心，村两委、

工作队把产业扶贫作为重中之重，鼓励有种养殖能力的贫困户通过贫困户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主导产业，增加收入，早日

脱贫。 

1.2.2 产业选择。有种养殖能力的贫困户致贫原因是“缺项目、缺技术、缺资金”，长期种植“小麦、玉米、油菜”等传统

项目，收入低。在产业选择上以主导产业“莲虾共生”的优势吸引贫困户发展“莲虾共生”。通过工作队、村干部入户讲解主导

产业优势，询问和现场解决贫困户的担忧和实际困难，如资金、技术、土地、销售等问题，请种养殖大户、农场主现身说法，

引导贫困户调整产业结构，参与主导产业发展。 

1.2.3 培训农民。村里举办“莲虾共生”种养殖培训 5 次，周边镇、村举办培训班 2 次，村里免费组织 41 人次参加培训。

培训班的举办多样性，政府部门主办的小龙虾培训班、职业农民培训班，村级请专家授课的培训班，商家推介会请专家授课。

通过培训，贫困户掌握基本种养殖技术。 

1.2.4技术服务。种养殖大户、荆州区科技示范户、村干部的土地与贫困户的土地相邻，现场提供技术指导，这是贫困户得

到的最便捷的技术服务。政府部门指定的专家和长江大学农学院科教队伍定期上门服务，进行技术解答和指导，解决生产技术

难题，让农民了解最新农业技术知识。 

表 1 2018年贫困户“莲虾共生”与传统种植（小麦玉米油菜）纯收入比较及资金筹措情况（万元) 

贫困户  n (苗）      传统种植纯收入   “莲虾共生”纯收入     扶贫贷款  工作队资助 合作社“赊账 

1  17  0.8  6.0  0  0.5  0.6  

2  18  0.9  6.2  0  0.4  0.2  

3  6  0.3  2.5  7  0.3  1.0  

4  15  0.6  5.8  0  0.4  1.0  

5  8.3  0.4  2.5  0  0.6  0.5  

6  10  0.5  3.5  0  0.4  1.0  

7  12  0.5  4.1  0  0.4  1.2  

8  14  0.7  4.4  0  0.5  1.0  

9  9  0.4  2.9  0  0.3  0.3  

10  20  1.0  7.0  0  0.6  1.3  

合计  112.3  9.1  44.9  7  16.4  9.1  

 

1.2.5资金筹措。贫困户发展产业，既缺资金又怕亏，不败投。麦金筹措方面，采取金融政策扶贫，1户贫困户贷款 7万元

发“莲虾共生”等产业；采取合作社对于贫困户购买生产物资采取垫付资金形式，2018年为 10 户“莲虾共生”贫困户共垫付资

金万元；工作队每年根据种养殖面积和贫困情况给予贫困户产业帮扶资金 3000-6000元，用于购买种苗和生产资料等。见表 1。 

1.2.6 组织方式。村里发挥“治高农场” “盈天蔬菜瓜果合作社”的带头作用，湘莲、小龙虾等种苗采取统ー购买，分发

给贫困户；种养殖过程中，大户怎样做，贫困户就跟着做，避免走弯路和误农事,目前未出现大规模病虫害和减产问题；在销售

方面，由“治农场”和村干部负责联系销售渠道，协调价格，保障贫困户利益。 

1.2.7产销对接。贫困户种养殖规模小、信息少，销售渠道不畅。产销对接上由“治高农场”和村干部提供销售渠道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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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市场风险。有时贫困户没有交通运输工具，“治高农场”和村干部还出车帮忙运输。2018年“治高农场”和村干部联系的销

售渠，贫困户销售湘莲超过 10000公斤，小龙虾超过 20000公斤。 

1.2.8 基础建设。村及工作队筹集资金 423 万元，进ー步优化农生产环境，修缮水、电、路，新修和扩宽道路 3000 多米，

居民到田间地头道路全部硬化，方便大型机械和运输车辆通行。修跨沟桥梁 5座，其中 1座生产用桥取名“采莲桥”。 

2 结果 

“莲虾共生”模式具有投资少、风险小、周期短、见效快、动强、效益佳的特点。亩产纯收入 3812元。2016年开始带动户

贫困户发展“莲虾共生”，通过“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莲共赢”，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2018 年贫困户“莲虾共生”传统

种植（小麦玉米油菜）纯收入比较见表 1。“莲虾共生”纯收入明显高于传统种植（小麦、玉米、油菜）纯收人，达到产业调整，

增加收入的效果。 

3 讨论 

3.1村主导产业是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基础 

区域农业主导产业是指在农村一定区域范围内，能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产品需求旺盛，市场前景看好，生产规模大，

商品率高,经济效益显着，能较大幅度地増加农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改大做强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才能实现贫困地区“输血”

到“造血”的关键转变。野鸡尾大队以低洼田为主，因地制宜发展“莲虾共生”，逐步形成村主导产业。“莲虾共生”种养殖面

积占全村土地面积的 53.3%;种植时间长，从 2015年开始，积累了经验；种养殖大户有利州区科技示范户、村干部、共产党员种

养殖近千亩，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和技术指导作用；村里有“治髙农场”“盈天蔬菜瓜果合作社”（合作社兼营生产物资)，从种子

购买、饲料等生产物资采购、联系产品销售渠道等，形成“一条龙”服务；莲虾一次投入可收获四至六年，湘莲、小龙虾目前

价格稳定，经济效益可观。产业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一批”精准扶贫举措之一，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是脱贫的主要依托。村主导产业发挥了扶贫效益，“村有主导产业、户有增

收渠道”，贫困户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从事主导产业种养殖，实现贫困农户收人的增长，确保依托农业产业实现贫困农户增收的

稳定性和持续性，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村主导产业发挥了社会效益，通过“虾

莲共生”产业带动，解决全村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问题，改变了传统的“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激发了贫困户内

生动力，贫困人口素质和_我发展能力大幅提高。村主导产业发挥了生态效益，因村制宜、因户制宜、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低洼

地发展“虾莲共生”，使资源的利用更趋于合理，低洼地得到科学开发利用，不仅减少了水涝灾害，也有利于建立优良生态资源

与特色产业发展良性循环系统。村主导产业是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基础，把优势特色产业作为重点内容，实施一村一品的产

业行动，从而促进产业长期稳定发展。 

3.2全方位多渠道帮助解决贫困户发展产业中的困难 

产业扶贫贵在“精准”。搞好产业扶贫体现着ー种发展能力，也需要破解不少难题，贫困户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信心不足、

墨守成规，还存在“怕亏” “等、靠、要”的思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贫困户抗击风险能力较弱，常常会面临缺资金、缺技

术、缺品牌、等难题。这些困难制约着贫困户产业发展，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让产业扶贫取得实效。扶贫先扶志，扶志就是

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帮助树立“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正确观念，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起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要加

强产业扶贫的宣传，通过宣传鼓励贫困户通过劳动发家致富，通过政府扶持政策优先发展扶贫产业。帮助贫困户选择产业，调

整传统种植模式，因势利导，充分阐述村主导产业的优势，讲明贫困户发展主导产业的帮扶措施，激励贫困户参与到主导产业

发展中来。农户负责农产品的最主要环节——生产环节，一切的前提是尊重农户的自主生产意愿，不能采用强制性手段推行。

加强贫困户专业知识培训和技能培训，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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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职业农民，提升农民职业技能，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不断加大技术指导和职业教育培训カ度，努力培养ー批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因地制宜，结合主导产业和社会生产实践，结合贫困户家庭成员的实际就业情况，实施分类施策和精

准服务，通过当地政府、种植大户、商家等多种培训渠道，让贫困户掌握主导产业的生产技能，让先进农业科技走进贫困户家

中，提升贫困户科技文化素质，为贫困户致富脱贫提供契机。加强技术指导，主导产业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支持，当农户种

植遇到技术问题吋，可以通过请农业技术人员、科研教学人员和推广单位专家教授现场指导，也可以通过种养殖大户随时提供

技术辅导，由此避免农产品由于技术问题而造成的质量参差不齐，为以后的品牌推广奠定基础。按照“统筹兼顾，分级负责，

服务到村，精准到户”的原则，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技术服务，持续增强智力脱贫能力。开展多渠道的资金筹

措，扶贫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资金不足，扶贫产业难以顺利发展，扶贫也就是一句空话。利用扶贫贷款、政府产业

奖补、合作社垫资、工作队资助等渠道，为贫困户解决产业发展所需资金，解决贫困户发展产业的瓶颈，促进扶贫产业的顺利

进行，扶贫效益的显着增加。建立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产业发展的组织方式，鼓励龙头企业与贫困户合作，利用龙头

企业为贫困户提供统ー种源、统ー技术、统一生产资料、统ー收购、统ー加工和统ー销售，利用高品质的产品、畅通的信息渠

道，带动更多贫困人口脱贫富裕。拓宽销售渠道，贫困户生产规模小，议价能力较低，甚至面临亏损风险，需要努力拓宽销售

渠道，赢得更广阔的销售市场。特别是依托合作社的销售渠道，突出规模优势。工作队落实《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

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的“组织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定向直供直销学校、医院、机关食堂和交易市场活动”。工作队安排贫困户

农产品在本单位销售，走好产业扶贫能否发挥脱贫致富作用的最后关键一步。改善基础生产条件，在驻村帮扶实践中，基础道

路是第一需要，水利建设是基本保障。利用政府资金、扶贫帮扶单位的资金、社会捐助的资金，大力改善贫困村生产条件，生

产道路硬化和拓宽、沟渠开挖和硬化、电网到田间地头，为贫困户发展产业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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