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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反贫困存在的问题与现状分析 

——以楚雄州南华县 P村为例 

普润香
1
 

（曲靖师范学院 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 要】：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

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政策和方式。反贫困主要是针对一定区域内的整体贫困,旨在减缓由于贫困问题

引发的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做好反贫困工作,有利于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计划。总结反

贫困经验是新时期反贫困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 P 村的反贫困经验和成效,是在考察精准扶贫大背景下,政府对农业

贫困问题政策支持力度和政策执行效果的反馈。 

【关键词】：农村 贫困 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 

1 村庄贫困现状 

1.1农业生产现状 

P 村位于半山腰上,周围地势严峻,主要农作物为烤烟和萝卜。烤烟种植成本高,在种植前需和烟叶站签订合同,交保证金,合

同外种植的烤烟烟叶站不收,村民前期购买烟苗、地膜、复合肥花费较大。萝卜对水资源要求较大,并且种植面积,产量逐年减少,

经济收入不高、不稳,难于增产增收,继续传统的农业种植显得故步自封。 

1.2农业发展受阻,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农业发展受限,村民为了赚钱开始砍伐森林,开山造地。随着农业收入每况愈下,村民开始砍伐木材售卖。木材的价格很高,

砍伐一天木材获得的收入很可观。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禁止私自砍伐树木售卖,但是由于村民受过的教育有限,法律意识淡薄,村民

砍伐树木的行为没有得到制止。砍伐树木导致村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在追求发展和破坏环境之间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1.3人力资源不足 

村庄人力资源水平有限,P村总共 27户人家,总人口数为 129。其中,老年人比率 17%,儿童比率 13%,青壮年比率 68%。村庄贫

困人口数约为 52人,所占比率为 40%,外出务工的人数占比为 52%。村庄剩余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缺乏有头脑和有创新思想的村

民,村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一时无法找到脱贫的道路。扶贫应重视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人才是扶贫的关键,一切扶贫

措施都要通过人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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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村民受教育水平低 

村庄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村民比率仅为 18%,这 18%中很多是初中毕业之后去读技校,P 村的大学生数量不超过 10 人,村民

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加上 P村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会存在一些风俗习惯和传统的社会观念,教育得不到重视。P村没有幼儿

园的建设,由一些初中毕业的村民自己设班,村民自愿缴费,让家里的儿童去学习。没有指定教材,缺乏专业性,部分家长只是为了

省去带孩子的时间,将孩子送去托管。村庄儿童上学,接受正规教育就必须到 20千米以外的乡镇小学或乡镇中学,路途较远,教育

条件有限。 

2 村庄反贫困经验 

2.1形成新的产业扶贫模式 

2.1.1发展养殖与药材种植 

村庄周围多为山林,地广人稀,适合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村民可以利用养牛养羊增加收入,养牛羊对劳动力的要求较小,适

合村庄现状。种植业主要是中药药材,例如重楼、草乌,云南地区的气候也适合重楼、草乌的栽种。中药药材种植过程比较漫长,

但是价格可观,保质期长,有发展前景。乡镇农技站提供药材种植技术培训或者咨询,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指导。 

2.1.2发展核桃连片种植 

近年来,推广核桃连片种植,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种植核桃对土地有一定要求,必须为核桃后期成长留够空间。政府每年都会

发放免费的核桃苗,村民可以根据需要去镇上林业站领取,免去核桃苗的费用,有靠养牛羊获得的肥料,种植核桃成本较低,在种

植之后,只需在适当时候嫁接,完成嫁接之后除了施肥不需要其他技术管理。 

2.1.3发展魔芋种植,改变传统农业种植模式 

政府近几年开始鼓励 P村的农民种植魔芋,并且提供技术支持和种子供应。种植之后,只需简单施肥打理,成长期为 1—3年,

从地里收获之后可即时销售,也可以加工制成魔芋干片进行售卖,价格可观。村庄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是烤烟和萝卜,种植烤烟需要

充足的劳动力,萝卜种植对水资源要求较高,收获到制成萝卜干的加工过程繁琐,价格不稳定。魔芋干片价格可以达到每千克 50

元,不分优劣,直接出售魔芋种的价格为每千克 15-18元,村庄各种反贫困经验中,魔芋种植带来的收益最明显。 

2.2以引导为主的政策扶贫模式 

2.2.1政府出资修路,从村庄半山腰连接到主干道路 

村庄交通条件差,政府出过资金帮助村庄改善路况,但是资金有限,村民决定一起投资改善路况,拓宽道路。除了拓宽道路,村

民还修建村庄到田地的车路,便于运输农产品或者肥料,各种车路干线的修建与拓宽,节省了村民去劳作的时间,之前需要靠人力

背运的货物,车路修建完成之后就可以用车辆运输。路况的改善对村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2.2政府提供资金补贴,村民兴建沼气池、蓄水池 

政府提倡修建沼气池,并且提供费用补贴。修建沼气池可以沤制出大量优质有机肥料,施用沼肥为村民节约购买肥料的费用;

沼气属于清洁能源,当燃料不会影响空气质量,可以保护生态环境。村庄遇上连年干旱,农作物会因为缺水无法正常生长。政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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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村民修建蓄水池,各个村委会都有需要完成修建的蓄水池数量指标,每家每户都要根据拥有的田地数量和田地分布情况修建相

应的蓄水池。在缺水时期,还可以储蓄生活用水,保证正常生活。 

2.2.3以林权证作为抵押,可以借小额贷款 

政府提出村民可以用林权证作为抵押,借小额贷作为发展基金,鼓励村民自行创业。村民可以根据村庄实际情况,积累本金,

以中间商的身份收购农产品,再统一进行售卖。小额贷款为想创业的村民提供了机会,申请速度较快,并且也充分体现了以低收入

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特点。 

3 村庄反贫困的成效与问题 

3.1产业扶贫成效 

3.1.1农户种植药材,发展养殖,带来可观收入 

村庄种植药材的村民,平均收入可以达到 1 万多元,养殖带来的收入可以达到 2-3 万每年,村民花费的成本不大,可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 

案例一:P 村小周一家 4 口人,主要劳动力 2 口人。小周在县城一所职高上学,家中主要劳动力就是父母,奶奶长年生病,家里

生活拮据。烤烟单价一般是每千克 32元,仅限于优质烤烟,质量较差的烤烟单价为 20-25元,其他层次的烤烟价格在 25-30元,亩

产 300-360千克,小周家一年获得的烤烟收益约为 2万元。小周家里位于村庄外缘,可以搭建大型的羊圈,利于养殖,在 3年内,由

起初的 12只羊繁衍成 45只。每年靠卖羊获得的收入可达 4.7万。母亲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种植草乌,地头收购价格为每公斤

20元,每亩可收 5000元不等。 

小周家靠发展种植和养殖牲畜,家庭收入由原先 2万元不等增长到 5.2万元,收入增长明显。村庄种植药材的户数约为 11户,

更多的村民也在结合自家耕地数量,做种植药材的准备。 

3.1.2魔芋成为主要经济作物,形成新的农业生产结构 

P村种植魔芋户数为 16户,种植面积多的家庭魔芋种植数量为 6-8亩,每亩产 200-300斤干片,收益约为 5万元。村民在收入

提高的条件下,逐渐购买农业机器,如微耕机、魔芋机等农耕设备,提高了农耕速度。 

案例二:小丽一家 4口人,小丽和妹妹小珍都在上学,家里的劳动力就是父母。家里为了盖房子,欠下一些债务,母亲身体二级

残疾。家里主要的经济作物就是萝卜和烤烟,小丽家烤烟总收入接近 1.3 万元,萝卜条每千克 5-6 元左右,亩产 600-700 千克,总

的萝卜收入约为 8000 元。父亲为了增加农业收入,减轻人力负担,购买了一辆农用车,让家里的经济状况更紧张一些。在政府政

策的支持下,小丽家尝试大面积种植魔芋,第一年魔芋的收入达到 2.8 万元,主要是以干片的形式出售,单价在 48-50 元每千克。

近两年来,魔芋收入都维持在 3.8万元以上,家里欠下的债务也在逐渐减少。 

村庄选择种植魔芋的户数大致为 17户,依靠种植魔芋带来的平均收入是 3万元左右,贫困程度得到一定的缓解。 

3.2政策扶贫成效 

3.2.1修路效果明显,信息较为之前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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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己投资组织修建公路,每户在出资 200 元的基础上必须出一个劳动力,若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劳动力,后期出钱补偿,一

个劳动力一天 50元。公路状况好转,村民售卖农产品不用再被动接受收购商的价格,也能随时去乡镇林业站免费领取一些核桃树

苗和新型萝卜种子。对于修路,村民都很赞同,反贫困意识提升。 

3.2.2蓄水池修建数量达标,发展农业所需水资源得到保障 

村民在政府的补贴下,积极修建蓄水池。目前 P村修建的烟水配套、水窖共计 151个,户均 5个。在自家田地集中的地方,都

有水源保障。种植萝卜的农户,水资源问题得到了解决,农业灌溉有了保证。仍然种植小面积烤烟的农户,也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

半夜还要去浇灌烟苗,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可以按节令及时栽种烤烟。 

3.3村庄反贫困存在的问题 

3.3.1反贫困工作不够全面,力度不足,影响力小 

反贫困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村庄现在的改变只能算起步,目前探索出的农业反贫困经验也只是初步的成果。以 P 村

为例,反贫困重点向农业方向倾斜,在教育上没有过多的改进,儿童上学不方便依然是棘手问题,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小,缺乏教育

相关的基础设施。 

3.3.2反贫困项目利用度有待提高 

村民之前建的沼气池,后来因为大面积电网改造,逐渐被淘汰。电网改造之后,村庄电力变强,电价由之前的一度电 0.48元降

到 0.36,并且方便经济,因此沼气池供电的功能已经被取代,此外沼气池沼气不稳定,沼气液加入和清理的过程很复杂,所以基本

没有被使用。修建沼气池时,就没有充分考虑到利用度。 

3.3.3扶贫目标瞄准机制失灵 

政府扶贫带有很强的政策性,但“扶富不扶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广撒网”式扶贫,就会出现对象选择上的遗漏和错评。扶

贫对象错误,会导致扶贫方向发生偏差,现有的扶贫方式是由县到村到户,宽泛的扶贫机制导致选择贫困对象的过程缺少标准性,

扶贫资源和资金落实不到位,会被非贫困户占用或行政人员占为己有。 

4 社会工作介入村庄反贫困问题的策略 

4.1与政府协同促进人民福利提升与经济发展的过程相结合 

社会工作者要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出发,促进所有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将焦点放在村庄资源匮乏的发展困境,针对政府提供

的政策,强调有计划的干预。社会工作者需要关注整体的人群,考察促进所有人的福利,实现村庄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帮助个人

自给自足和独立。政府也应实施发展工作,以明确的计划促进村庄发展,保证社会经济增长和对贫困村庄资源的合理分配,创造有

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氛围,人民提升福利的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相结合,也能为村庄反贫困提供保障。 

4.2尊重贫困者的主体地位,实现“助人自助” 

新时期的扶贫开发战略,必须体现以人为中心,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转向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扶贫开发中可以将村中德高望

重、有领导能力的村民吸收到村民小组中,实现村庄自身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充分发挥村委会、村民小组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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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领导和组织协调作用。同时重视开展对贫困地区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关注村民能力的提升,更好地体现出赋

权,提供经常化、人性化的帮扶活动,全面提高农民的“自助”能力和综合素质。 

4.3建立专业的农村社会工作队伍 

充分发挥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在扶贫开发中的带动作用,建立一支专业的农村社会工作队伍。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可以成为农村

扶贫开发的重要力量,提升农村扶贫的专业化水平。针对目前社会工作人才匮乏的现状,应积极探索人才培训计划,培育和吸纳农

村社会工作人才,保证政策具体落实到贫困地区,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对现有的工作人员也应该进行职业培训,实时更新专业

知识,提高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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