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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视阈下湘西永顺县 

“因茶致富”的产业扶贫模式研究 

徐霄健 周媛媛
1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摘 要】：在中国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是实现脱贫的必由之路，产业扶贫事关决胜脱贫攻坚

的大局。通过研究湘西永顺县莓茶产业扶贫模式与脱贫路径发现，当地先后形成了小规模化的个体农户自主经营模

式、合作社主导型的“合作社+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以及企业引领型的“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

这些模式在不同的时期，以发展莓茶产业为依托，为完善当地产业扶贫发展模式，实现农户脱贫就业，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战提供了物质基础、技术支撑、产品宣传、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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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是实现当地有效脱贫的重要根基，也是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主要依托。2020 年是中国决胜全面脱贫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深入研究这一莓茶产业发展模式，探究分析其实践经验与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于进一步促进产业

化扶贫开发工作，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决胜脱贫攻坚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重在研究湘西永顺

莓茶产业扶贫模式，探究其发展现状与面临的问题，旨在为优化永顺莓茶产业发展模式，深化扶贫脱贫工作提供合理的指导。 

1 湘西永顺县莓茶产业扶贫的主要发展模式 

莓茶是永顺县特色资源，历史悠久，口感佳，深受当地百姓喜爱。但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莓茶种植一直处于

自给自足的状态，没有被商业化，难以形成规模化产业。在扶贫脱贫工作不断深化背景下，莓茶产业才逐渐壮大。 

1.1小规模化的个体农户自主经营模式 

该模式是莓茶种植中较为常见的模式，主要受农户种植意愿与莓茶收益的影响。在该模式实施中，为鼓励贫困户种植莓茶，

永顺县为贫困户提供种苗，并组织召开莓茶种植技术培训会，同时积极开展科技下乡活动，组织技术人员“一对一”帮扶，指

导贫困农户的生产种植。在种植土地方面，贫困农户可以依托村里扶贫队牵头的优势，与村集体签订土地承租协议，签订的土

地承租价格一般较低。为克服贫困户资金欠缺，难以开展莓茶生产种植的问题，永顺县还提供了金融政策支持，根据永顺县人

民政府发布的金融扶贫指南显示，当地政府为符合创业增收条件的贫困对象提供 1～5万元的小额贷款，并 3年以内免担保，免

抵押，全额贴息。据调查，莓茶经济收益较好，当年种植次年即可收益，每 667m2纯收益通常可达 5000 元左右，是能使贫困农

户正真脱贫的“致富之路”。该模式调动了贫困农户的生产自主性，使其能够凭借扶贫政策的支持结合自身能力与经营策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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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莓茶产业的运作。但由于产量不稳定，销售渠道少，前期投入较大，规模效益低，了解市场供需结构的能力不足等问题，

使得贫困农户承担的产业经营成本和风险较大，难以形成产业化和规模化效益。 

1.2合作社主导型的“合作社+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 

由于小规模化的个体农户自主经营模式在莓茶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风险成本较大，另外，随着其他地区莓茶产业的不断

发展与莓茶市场的逐渐扩展，永顺莓茶产业需要新的经营组织模式来促进这一产业发展，而莓茶专业合作社的出现则顺应了这

一发展的需要。莓茶合作社，简而言之就是在贫困农户自主种植经营的基础上，联合普通农户组成利益连接体的生产经营合作

化组织。在该组织中农户可以“抱团取暖”，共享经营带来的收益，共担生产风险和生产成本。在该模式中，贫困农户可以与

合作社签订协议，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发展种植莓茶，从而获得土地流转租金。例如，在永顺九官坪村中，农户流转土地的一

年租金是 300元/667m2，合作社莓茶产生效益后，租金每年还将按照原租金的 20%上涨，但最高不超过 600元。在加入合作社后，

农户在合作社中从事的种植、加工、销售等工作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务工费。 

在“合作社+企业+农户”运营模式的投资运作方面，根据调查发现，永顺县各乡镇的莓茶合作社的每年务工费至少为 1.5

万元。农户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利用土地，资金和技术等入股合作社，按照入股的比例获得年终效益分红。同时，合作社对

莓茶还采取保底收购，解决贫困户的销售问题，让农户放心、放手发展莓茶，这样不仅调动了贫困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还

消除了农户的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根据调查发现，大多合作社以 240元/kg左右的价格对贫困农户自行加工

的茶叶进行收购，没有加工的鲜茶叶则以 40元/kg的价格收购。目前，永顺县已建立了 10多家莓茶专业合作社，如永顺县毛坝

丈岩溪莓茶种植专业合作社，永顺县河坝溪莓茶合作社等。其中，凤鸣村是永顺县的贫困村，自组建凤鸣莓茶种植合作社以来，

已带动 148户贫困户，534贫困人口脱贫摘帽，人均收入由 2014年的 1876元提高到了 2018年的 6121元。 

在“合作社+企业+农户”的专业合作社模式中，发展初期，能力较弱的合作社主要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扮演着农户

与企业之间商业互动的中间角色，重点解决农户发展莓茶产业产中的生产投资和经营运作方面的问题，合作社通常能够帮助农

户拓展莓茶的销售渠道和提供有效的生产服务，主要表现为：为农户培育提供莓茶良种苗，组织种植，提高莓茶基地的产量产

效，并进行初步的莓茶加工。但是，起初由于合作社对市场把握不足，销售渠道依然窄，合作社一般将茶叶大量售卖给大型收

购公司进行再加工再销售。而经过一定发展期后，合作社和农户以及企业之间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进而能够逐步拓

展销售领域，建立自己的企业或引进实力强的企业，以有利于培育当地特色莓茶品牌。但这样的合作模式仍然是以合作社为主

导下的莓茶产业生产运营模式。 

1.3企业引领型的“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 

该模式是在专业合作社模式的基础上，引进大企业，发挥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进而促进莓茶产业升级发展，获取较高的

经济效益，并使农户与企业形成利益联结机制，使企业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带动农户脱贫发展，发挥企业在精准扶贫中的“帮

扶效益”。在该模式中，企业能够为农户和合作社提供更好的良种苗，为农户提供技术培训和资金扶持，并对农户进行有效地

引导管理，负责品牌的维护和莓茶“收购-销售”环节的运营工作。在该模式中，可以实现农户在多个生产环节中的保障，有效

发挥企业对农户和合作社产生的多次“帮扶效益”。首先，在莓茶种植阶段，企业为农户提供基地的种植与管理服务，以降低

农户的生产成本和产业风险。其次，在莓茶采摘加工阶段，企业为农户提供鲜茶采摘以及莓茶加工技术服务，实现了农户生产

的“二次保障”。最后，在莓茶销售阶段，企业为农户和合作社提供包装、物流、销售等环节层面的物质保障，实现对农户和

合作社莓茶生产运营中的“三次保障”。 

该模式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农户和合作社对市场感应不灵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脆弱的问题。通过依托企业，使市场与农户、

合作社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不仅能够提高和保障农户的利益，并为莓茶产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莓茶优质

品牌的培育宣传提供广阔的平台和有力的技术支撑，进而能够促进当地莓茶产业实现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但该模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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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企业规模大、科研技术水平高、资金充裕、熟悉市场的运营规律、管理效率高等条件，所以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尚未形成一

套完备的运作模式，再加上莓茶产业的国内市场竞争很大，至今当地只引进了 2 家实力雄厚的企业。虽然这种模式有待进一步

推广和完善，需要更多的大型企业入驻和加盟。但是，从实际效益方面来看，在该模式的带动下，当地的 5个贫困村的 1016家

贫困户中的 4213位贫困人口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直接或间接的收益，并直接为 147户的 558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每年实现贫困户

平均增加 5000元以上的纯收入。 

2 小结 

经过研究发现，湘西永顺县莓茶产业的发展，首先是以贫困农户自主经营为发展的初始动力，随着产业内部竞争力的增强

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当地个体农户难以承担过高的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其产业规模和经营效益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为了更

好的降低生产带来的风险，加强产业化运作带来的收益，当地开始逐步形成了以个体农户自愿投资入股的合作形式，即莓茶生

产合作社，这种模式是以合作社为主导下的多方参与式的产业扶贫运作模式，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生产要素和资金能够不断集

聚，逐渐形成了产业化规模效益，这是一种典型的“抱团取暖”式的规模化效益。最后，随着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产业规模的

扩大，一些大型企业开始入驻和加盟到农户和合作社主导下的莓茶产业发展模式中，通过确定合理的利益分红和提供生产与经

营方面的精准服务，使得莓茶产业的发展更为迅速，这不仅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就业，而且也为当地实现全面脱贫提供了新

的发展机遇和平台。当然，由于很多企业的合作意愿较低，并没有形成一种长效的规模化产业发展模式。因此，这一模式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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