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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视域下多方联动扶贫模式探究 

——基于对赣州市于都县潭头村实地调研 

肖芳
1，2

 聂义明
11
 

（1.江西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2.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中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赣州市于都县潭头村的成功脱

贫得益于其产业+生态联动扶贫模式的成功发展，对其扶贫策略和启示意义进行研究，并为脱贫地区扶贫工作的开

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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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是影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因素，如何消除贫困也成了社会各界最为重要的任务；从“十三五”贫困

村到远近闻名的“示范村”，江西省于都县潭头村严格落实中央扶贫文件精神，积极践行精准扶贫政策理念，创新驱动扶贫发

展方式，在本村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产业+生态联动扶贫模式样板，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和广泛

的借鉴意义。 

1 潭头村近年发展概况 

由于受到客观自然条件影响及贡水季节性洪水泛滥等历史地理原因，潭头村一度处于贫困落后状态，素有“六分半山半分

田，村庄道路一分余”之称，大部分村民居住在危旧土坯房里，电压低、道路差，基础设施薄弱，特别是水利设施方面，在河

堤未修筑之前，甚至有“晴三天挑烂肩头、雨三天水进灶头”的嘲言。近年来，随着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潭头村沐浴

着政策东风，在居民生活社区建设、村容村貌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居民收入上涨，生活质量提升。2015年通过海峡西岸经济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项目组在潭头村打造了“地质+”

扶贫的样板工程，建立了本村万亩富硒蔬菜园，并由此带动本村在 2017年提前三年实现全部整体脱贫。依托蔬菜基地，潭头村

大棚蔬菜、葡萄、优质稻等农业产业快速发展，并组建起蔬菜专业合作社，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贫困户）”模式，

带动 385 户农户实现土地流转（贫困户 58 户），户均增收 1300 多元；采取“固定收益+按股分红”模式，使 124 户农户（贫困

户 109户）通过合作社入股蔬菜企业，户均增收 2000多元；目前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9户 466人，未脱贫 14户 34人，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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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发生率降为 1.1%，全村已于 2017年实现整村脱贫。 

其次，社区建设到位，幸福指数增加。潭头村于 2010年开始进行新农村建设。一是整合资源、共建共享，建设“八有阵地”。

在社区建立广播室、信息室、新农民讲堂、农家书屋、农民活动室、休闲运动场所，同时配套社区教育、医疗、农资等设施建

设，新建高标准活动中心一栋，设立便民服务窗口，鼓励挂点单位和乡村干部积极参与社区开展“六送六建六带”互帮共建活

动；二是弘扬传统、树立新风。广泛开展“学模范，树新风”、“文明信用农户创评”、“五好文明家庭评比”、“文明村镇

（社区）创建”等活动，在社区内建立了“尊老敬贤林”和“孜和亭”，营造了邻里和睦、健康积极的文明和谐平安新风尚，

大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 

最后，基础设施更新，村容村貌巨变。近几年来潭头村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 3000余万元，大力改善基

础条件。主要体现在集中改水 754 户；18 个小组的低电压改造全面完成；道路四通八达，通组路改造 26 条 13.6km，实现了组

组通路宽在 3.5m 以上水泥路，98%的农户通硬化入户路；96 户享受了土坯房改造政策，完成改厕 385 户；宽带网络、广电网络

实现全覆盖；村民住上了安全房、喝上了干净水、用上了稳定电、走上了平坦路。从社会保障方面看，低保、五保政策实现应

保尽保，每户补差提高到 340元/月；新建了村级卫生室，贫困人口享受医疗“四道保障线”，平均报销比例达 90%。 

2 潭头村产业+生态联动扶贫模式的举措 

为助力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发展齐头并进的良好扶贫目标，潭头村结合本村特色，在大力发

展规模产业的同时，积极推进生态扶贫事业向前发展，最终形成了产业+生态联动扶贫模式的生动样板。 

2.1规模产业扶贫 

2.1.1着力发展特色产业，打造一村一品格局。 

农业产业是农村扶贫工作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潭头村位于国道两边，交通便利，土地广阔，本村在发展产业过程中结合

自身资源优势及产业发展实际，充分利用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平坦的地理优势，通过加快土地流转，抓好农产品的种植，在这个

基础上，支持和鼓励对一些贫困种养大户与专业进行土地流转，让他们可以更好的进行产业发展，进行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

营。采取“企业、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模式，通过委托养殖，合作社联结、大户（能人）带动等方式，围绕肉牛羊、家禽等

区城特色产业，引导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区域特色产业。 

2.1.2加大奖补力度，促进村民自主创业。 

为促进村民进行自主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建立自己的产业，真正做到产业脱贫。潭头村实施由贫困户自主选择产业，达到

一定规划之后可获得相应奖补的策略。在提高贫困户收益的同时，激发了贫困户自食其力发展产业的积极性，有效防止“等、

靠、要”惰性思想的滋生，做到真正独力自主创业，达到脱贫致富的理想效果。 

2.1.3美化村落样貌环境，发展特色旅游产业。 

潭头村是省级生态村，近些年来在发展过程中，本村有效的将生态环境优势和当地文化底蕴相结合，积极发展特色旅游产

业。500年前建设沿用至今的孙刘两姓祠堂，展现了敬祖睦邻重孝道的客家文化。2019年 5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老区考察

调研来到潭头村，进一步带动本地旅游业的发展。潭头村绿化率高，环境优美，以中心社区和宗祠为旅游主景区，周边配以水

果采摘基地和蔬菜采摘为辅助，以特有的红色故事和文化底蕴吸引了大批游客，带动了该村的餐饮业和民宿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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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推行生态扶贫 

生态扶贫是以科学发展观和绿色发展为指导，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以“消除贫困、生态修复、保护环境、

产业致富、改善民生、人地和谐”为出发点，保障区域协同发展、生态环境安全和国民健康。 

2.2.1实行公益林和生态补偿。 

潭头村作为以旅游发展与产业发展并进的村镇，最重要的就是把林业生态建设好，其中以林业生态廊道建设以及公益林建

设为重点；村里利用 13.33hm2土地复耕项目闲置土地种植白花槐 8000棵，以及协调耕地种植刺槐 2500棵；以前的荒山不见了，

现在到处都是绿色一片；绿色发展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形成了“保生态就是保发展、抓生态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同时，通

过完善管护机制、乡村两级联动、签订管护合同、责任落实到人，全乡安排公益林护林员 33人，发放补助资金 43.031552万元，

惠及贫困户 71 户；2019 年全乡（镇）选聘贫困户生态护林员 33 人，每人每年工资 1万元，选聘贫困户森林消防员 3 人，每人

每年工资 6000元。 

2.2.2开设垃圾兑换银行。 

2019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提出垃圾分类工作思路，全国掀起了垃圾分类的热潮，成为了我国的新时尚。潭头

村成立了一家公益性的“垃圾兑换银行”。村民先对垃圾进行分类，再到兑换点进行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的兑换。该村自“垃

圾兑换银行”设立以来，村民处理垃圾更积极了，截至目前已处理社区 1000 余 kg 生活垃圾。而村民也已不再随手扔垃圾，整

个社区的环境变得干净整洁；“垃圾兑换银行”促进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有效实施，更是新农村建设中环境治理的一个良好

途经；它的实施不但提升了整体环境，激发了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随地丢、随便倒的现象少了，

通过兑换的方式激励了群众的参与积极性。 

2.2.3引入光伏产业。 

光伏是一种新兴产业，它的特点是成本低、收入高、低污染、高回报，不需要多大的技术，只需要一块平地就可以实现将

光能转化为电能。也正是因为简便高效，光伏产业已成为扶贫开发当中的必备产业。光伏能源是继农村推广户用沼气、秸秆燃

气、生物质采暖之后的一种新兴可再生能源，是对农村新能源建设的补充和延续，还可带动农村电网升级改造。潭头村自 2015

年引入光伏扶贫产业，总共装机 70kw,2018年共发电 5万 kw·h，发电收益 4.9万元，贫困户有 6户，村集体经济收入 8.1万元，

村民收入提高了，人均收入达到 13000余元。 

3 潭头村产业+生态联动扶贫模式的启示意义 

潭头村的成功脱贫与其产业与生态并举的扶贫模式息息相关，对广大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1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生态产业内容众多，形式多样，有可大规模发展的绿色种值产业，有适合大众消费的生态旅游产业，更有生态农业和生态

林业，这些产业在助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保护了我们的环境，进而形成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在以往很多的扶贫过程当中，很

多时候为了达到一定的生产目标而对生态造成一定的破坏，在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之后，生态产业在扶贫开发过程当中

越来越受欢迎，它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依托和发挥贫困地区生态资源禀赋优势，选择与生态保护紧密结合、市场相对稳定

的特色产业，将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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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结合自身优势走特色发展道路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应适当挖掘和应用好各地的特色，并将其转化成为品牌和标签，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脱离贫困；

在开发品牌的过程当中，应当按照“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的原则，注重发展山地农业、观光农业等特色产业，学会把闲置的

资源充分利用起来，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着力推出特色，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延长特色产业链条，做强特色产业深加工，提升

特色产业附加值。 

3.3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农民增收 

在贫困的农村，村民都有大量自己的土地，但是由于没有启动资金或缺乏相关的种植技术，很多土地都存在荒废、半荒废

现象。村民在缺乏资金和技术无法创建产业的情况下，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或者企业，以土地流转资金入股产业。在土地得到

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村民也相应的有了自己的小产业。在自己脱贫致富的过程当中，也带动了当地的其它村民一起迈入到了小

康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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