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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麦田”产业扶贫研究 

——基于湘西州 N村项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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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2.四川轻化工大学法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2） 

【摘 要】：“黑土麦田”是通过培养青年开展公益扶贫项目，与政府、社会力量对不同乡镇进行产业扶贫的公

益性组织。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N村(以下简称湘西州 N村)是“黑土麦田”组织开展产业扶贫的一个实践

点。“创客”扶贫队伍入驻 N村后，在结构上将原有的“输血”式扶贫变为“造血”式扶贫，在设计上将原有的“开

放”式扶贫变“参与”式扶贫，增强了 N村内发展动力，提高了贫困人口的自脱贫能力。这一扶贫模式为产业扶贫

提供了可参考、可操作和可持续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黑土麦田 产业扶贫 贫困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 

2020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湖南省人民政府提出要鼓励和

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爱心人士与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对象结对帮扶。湘西州 N村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开发的农产品具有原生态

特点，当地村民脱贫的需求性较大。“黑土麦田”作为全国公益性组织，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致力于改善村民生计、

助力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黑土麦田”组织孕育了一批“创客”扶贫队伍，“创客”扶贫队伍在 2016年入驻 N村，

与政府、社会共同进行产业扶贫，一同扶持 N村产业发展。“创客”扶贫队伍在进行产业扶贫过程中，采取了网上电商、企业扶

贫采购售卖生态大米、竹笋、番茄辣椒酱等农产品的方式提高了农村人民的生活质量，但是在推进过程中也存在着扶贫村落条件

艰苦等难题。本文以湘西州 N村为例探讨产业扶贫，以期为少数民族村落脱贫致富提供借鉴。 

1“黑土麦田”组织在湘西州 N 村的实践 

1.1“黑土麦田”N村产业扶贫项目开展背景 

湖南省湘西州 N村属于纯苗寨，平均海拔 800m，与贵州、重庆接壤，全村有 GHS、NT、LK、DW、XBY等 5个自然寨，共有 11

个组，276户人家，总人口 1380人。该村现有耕地面积 101.93hm2，主要农作物为原生态水稻、黄豆、竹笋等，林地面积 698.07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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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属于丘陵地区，土壤以水稻土，红色石灰土为主，亚热带山地气候，光热水资源丰富。 

产业扶贫需要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协作。2016 年县政府通过调查走访 N 村，决定开展驻村帮扶，同年引入“黑土麦田”组

织，在 2017年发布工作动态中提出：将政策优势与本村资源优势相结合，探索一条发展特色产业的好路子，破解特色营销推广

的制约瓶颈。“黑土麦田”作为产业扶贫的辅助手段，政府每月都会给“创客”扶贫队伍发放生活补贴，“创客”扶贫队伍则通

过实践努力改善 N村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提高当地村民幸福指数。 

湘西州 N 村地处偏僻，没有公共交通工具，2018 年村内才修建水泥路，并且出入村靠步行或者仅有的一辆摩托车和一辆面

包车，同时需经过约 10km 的盘山公路，一般通过“赶场”售卖原生态大米，但是由于村落无交通运输工具，进出村耗时耗力，

再加之有时村民兜售大米会收到假钞，就导致大米堆积于村民家后院，产品经销困难。交通的不便阻碍了 N 村与外界的经济交

流，村落又缺乏“互联网”，导致对外信息不通畅，所以 N村大部分年轻劳动力选择流向城市，仅剩老年人、儿童、妇女留在村

里，乡村空巢化愈来愈明显。 

N 村有且仅有一所 NT 小学，设有六个年级及 1 个学前班，共有教师 7名，学生 121名，师资力量薄弱，学生文化水平参差

不齐，中老年人知识水平低，在日常交流上，一部分村民汉语并不流利，与外界人员交流沟通上较吃力。村民的社会交往集中在

本村的亲属和其他村民，大部分的活动区域便是 N村，村民又缺乏脱贫致富的一技之长，自家种植的农产品便是生活的基础。自

给自足型经济是 N村主要发展方式，其本身具有较强的自我恢复和发展的特点，N村依靠自给自足便能生存，但是自给自足经济

又具有分散性和落后性的缺点，在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市场狭小，N村仅靠这一点是难以得到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以上便是 N村

具体实况，N村的经济条件、教育资源等不足以支撑其进一步发展，同时还致使 N村农产品销路出问题，收益受损，当地的经济

发展愈发困难，精准脱贫难度愈发的大，但是这些却为“黑土麦田”组织提供了扶贫方向。 

1.2湘西 N村“黑土麦田”产业扶贫真实现状 

1.2.1组织建立之“蓝靛”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黑土麦田”公益组织以“创客”扶贫队伍身份入驻 N村，通过多次走访和调研当地村民，与部分村民达成一致，以村庄优

势农产品——原生态水稻为主，成立“蓝靛”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这在带动 N村经济发展中占据了很大比重，据 2016年

已有数据，该合作社创立初期便有 19户村民加入。创客运用微店互联网新渠道，于 2017年将收集到的 1万多 kg大米售罄，初

次创收约 13 万元，惠及了 45名村民。N村微店通过 2017-2020 年为期四年的努力，购买人次达到 2万，截止到 2020 年，共计

运营收入 50万余元，村民直接受益 30余万元。原生态大米的销售成功为之后的产业扶贫、改善居民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奠定了

良好基础。随着近几年合作社人员的增加，扶贫专员逐步确立了将 N村打造成原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结合的发展方向。 

1.2.2品牌打造之“农产品+旅游”一体化扶贫项目 

合作社发起生态大米试验田及品种试验种植，探索生态农业转型的产业发展道路，在原有水稻田的基础上增加 0.67～1.33hm2

不使用农药化肥的生态水稻田，注册了 N村健康食物品牌，发起“四季食”生态农产品项目，具体项目名单见表 1。 

表 1 N村黑土麦田“四季食”项目产品名单 

农产品类型 农产品名称 内容 

初次加工 

原生态大米 11元/500g 

老品种生态红薯 46元/500g×8 



 

 3 

新鲜野山笋 38元/250g 

绿豆 15元/500g 

黄豆 8元/500g 

二次加工 

野生金银花茶 29元/70g 

农家腊肉 55元/500g×2 

竹笋干 45元/200g 

三次加工 

番茄酱(甜) 20元/160ml 

番茄酱(辣) 29元/240ml×2 

麦子酱 25元/160ml 

红薯粉丝 25元/500g*2 

枞菌油(含菌) 88元/350ml 

 

资料来源：采访“创客”扶贫队员获得 

“黑土麦田”鼓励村民加入到产品制作过程中，调动村民自脱贫积极性。“创客”扶贫队伍着手进行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

和对接，与专业人才和机构合作打造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一体化项目，培训和带动当地村民参与项目发展，提高基层自治的积

极性。据调研组成员调研数据，2019 年至 2020 年，生态旅游项目为当地吸引部分旅游者，带动了当地农产品和旅游经济发展，

农业项目共创收 251836.95 元，乡村旅游项目共创收 22211.95 元。“黑土麦田”组织通过开发“农产品+旅游”一体化扶贫项

目在产业扶贫中做到精准扶贫，市场和产品的有效结合，拉动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 

1.2.3村民培育之 N村村民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提升 

“蓝靛”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最初的 19户创始社员发展至 138户，家庭人口 653人；由最初的 3名理事组成的理事

会发展至 7位理事会成员(包括 5名村民)。合作社带动 7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309位贫困人口参与“农产品+旅游”一体化发展

项目。从 2018年起，合作社的 4位后备管理人员也开始接受培训，培训村民掌握基础的管理知识、财务知识，将市场行情与管

理相结合，规范 N村的产品运营环境，提升其管理合作社的能力同时也让他们更心系于产品，了解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再到创收的

整个过程。不仅严格把控生产进度、产品质量，同时也让村民更关心产品的走向，提高整个产业扶贫项目的透明度和民主化，让

村民当家作主，自我管理。 

2“黑土麦田”组织在 N 村产业扶贫的具体特征 

2.1因地制宜：“黑土麦田”扶贫村落选择 

“创客”扶贫队员评估自身能力，以及拥有提高阅历，增加经验，帮扶贫困村精准脱贫的意愿；N村村风质朴，村民全是苗

族，相互间认识，便于沟通，良好的交流氛围有益于“创客”扶贫队伍；N村拥有的当地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便于“创客”

扶贫队伍因地制宜地规划特色产业，所以“黑土麦田”组织选择 N 村。据已有数据，N 村 2016 年精准扶贫对象共有 53 户 242

人，村落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支柱产业发展滞后，贫困程度较深，村民脱贫致富愿望强烈；N村村委会组织动员能力强，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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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权威性，基于脱贫愿望，村民应招村委会活动程度高，且县政府支持社会组织扶贫，所以 N村选择了“黑土麦田”。备选村

寨与“黑土麦田”组织的双向选择，以项目实施的最大可能性和最小成本为前提，考虑 N村的客观条件、村委会协调能力、村民

脱贫意愿以及项目本身风险和投资回报周期等，N村与“黑土麦田”达成脱贫攻坚意愿。“创客”扶贫队伍入户访谈、综合调研、

与村委会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呈现出平等互惠特征，为日后关系型契约达成奠定了基础。 

2.2多元联动：“黑土麦田”、政府、社会多方参与 

“黑土麦田”“蓝靛”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政府部门获得了一部分的经济支持，但又不仅限于政府支持，其还通过

腾讯公益平台面向整个社会筹集资金，盘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轻松筹、湖南卫视等平台均提供了帮助，因此整个扶贫工作是基

于政府、“黑土麦田”、社会力量的三方联动(图 1)。 

 

图 1 N村“黑土麦田”、政府、社会多方联动图 

以往的扶贫治理是对单纯引入市场机制的准市场进行了更为完整的改造，现在则是通过引入社群机制，将社会组织与政府

行政工作相结合[1]，“黑土麦田”组织与政府合作形成关系型的契约化模式，再建立民主网络，三方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 N

村村民，解决他们的主要矛盾，促进民生经济增长。政府和“黑土麦田”组织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

事务，两者作为产业扶贫的主体，以多种合作方式组成了公共行动体系，共同管理 N村事务，一方面能更好的下到 N村，通过实

践改善 N村贫困情况，比如 2019年双方共同购置监控摄像头，实现田园全覆盖等；另一方面针对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措

施，开发“四季食”特色产品，并且大力发展旅游业，让乡村旅游成为链接外界的桥梁，带动生态农产品销售。 

2.3成果落实：“黑土麦田”切实保障扶贫对象 

一是保障村民农产品销售。当地村民缺乏切入市场的媒介、进入市场所需的技术、生产能力、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等[2]，也

没有脱贫需要的实际性行动和构思，“创客”扶贫队伍入驻 N村，在组织村民、调动村民实施脱贫计划的同时整合当地的生态大

米、竹笋、黄豆等农产品资源，在售卖产品时，村民参与其中，并且所获收益都切实给到了村民。二是提升村民扶贫参与度。以

合作社为介质，让当地村民加入到扶贫工作中，让村民成为产品生产的参与者，将自身利益与合作社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共

赢。三是保障 N村村民管理能力提升。扶贫专员通过指导和带领潜在管理人员进入到产品的加工中，使其不断学习专业的管理技

巧，并且合理地运用村民之间的非正式制度，建立规范的合作社管理体制。 

3 N 村“黑土麦田”组织产业扶贫实践困境 

3.1扶贫村落的主观及客观条件艰苦 

从村落条件来说，当地自然资源有限，产业基础薄弱，没有生产加工的专业技术。从村民素质上来讲，村民文化程度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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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经销经验以及相关知识，管理上存在一定难度。从硬、软件设施来说，首先“创客”扶贫队伍入驻 N村，村里随时停电停水，

网络建设也不健全，信号接收时断时续，“黑土麦田”后期投放的小黄车虽解决了出入村的问题，但安全系数不高；其次“创

客”扶贫队员起初是生活在硬件设施完善的城市，而村里缺乏必要的生活条件，造成了扶贫队伍的不适应。由于以上几个方面条

件有限，给项目开发带来了难度，而产业也难以得到可持续发展。 

3.2产品开发外部资源进驻困难 

因为项目初期 N村缺乏核心产业和明确的发展方向，所以结合开发可行性分析，“创客”扶贫队伍与村委达成一致，决定开

发生态旅游项目，但是初期外部资源进驻困难。N 村基础设施和整体接待能力薄弱，旅游项目开发前期资金需求量大且见效慢，

加之旅游淡季效益甚微，所以旅游不适宜做成现阶段的支柱产业。N村缺乏专业的旅游开发团队以及科学的技术支持，仅靠“创

客”扶贫队伍难以发展起来。再次，N村适宜旅游者进行沉浸式体验，而有这方面旅游需求的旅游者相对较少。N村旅游区宣传

渠道匮乏，因为前期宣传只能通过“黑土麦田”组织相关的两个公众号以及“创客”扶贫队伍的推广，知名度不高，受众面不

广，且恰逢疫情，旅游业大受冲击。 

3.3扶贫专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创客”在整个扶贫过程中存在摸索困境，“黑土麦田”选择“创客”扶贫队员多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几乎没有工作经验，

特别是缺少产业扶贫经验[3]。“创客”扶贫队伍在进入贫困村时，不论是调研还是后期的收集农产品、加工、包装、销售均是他

们自己摸索，并没有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指导，这对于扶贫工作来说会花费相对较多的时间进行前期探索，在缺乏足够的农

村生活和扶贫经验条件下，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扶贫项目的开展进度。扶贫队员来自不同的专业，对于项目中涉及到的管理、财务

知识都知之甚少，从项目涉及到的资金到 N村村民实际性收益和下一步的产出计划，都需要有所规划。N村扶贫艰辛，“创客”

扶贫队员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倦怠以及退缩心理，甚至在实践过程中会受到部分村民的不理解、不信任和质疑，实践成果不被接

受。 

4 N 村“黑土麦田”组织实践困境的优化策略 

4.1建立健全防返贫帮扶机制 

加快产业兴村，村民通过掌握到的财务、管理、运营等技能自力更生，“创客”扶贫队伍带领合作社后备管理人才掌握产业

发展的生产线，在合理考虑市场的情况下，教会村民规避市场风险，提高村民的创新意识，他们在产业扶贫道路上做引路人，让

村民自己进入到脱贫攻坚领域，实现自我脱贫。 

发展农旅融合产业园，湘西州 N村“四季食”项目为旅游项目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为了促进旅游项目进一步发展，采取

“生态农业+乡村旅游+村民共建社区”的三产融合方式打造生态农旅扶贫项目。N村引入各方资源，建立农旅模型，从村民共建

角度出发，一是让村民合作共管村内事务，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升当地文化建设，改善风土人情，建设精神风貌，让文化自信

融入到产业扶贫中；二是改建并运营民宿，协助旅游产品开发；三是给生态农业提供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推动农业产品可持续发

展。从乡村旅游建设出发，旅游产业链接外界社区，给 N村带来人流量，给生态农业带来客源。从生态农业出发，打造 N村村庄

名片，打响知名度，让旅游者参与耕作和生态农业产品制作，丰富游客旅游体验。 

4.2引入多方资源助扶贫促振兴 

当地政府和“黑土麦田”通力合作，招收志愿者，一方面可以促进大学生扶贫实践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在 N村人力资源上

可以提供更好的帮扶。同时申请政府增加拨款，合理合法的向社会筹集资金，夯实产业基础，推进 N 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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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灯、监控等设施，增加基本公共服务，落实医疗、养老服务等。“创客”扶贫专员寻求相关企业对村落产品进行评估，深

化“四季食”项目，由企业承包 N 村生态产品后续开发和售卖，这便能根据产品链提供相应的岗位，就地解决 N 村村民就业问

题。同时企业联系类似村落，通过整合将小规模“农场”升级为大“农场”，解决效率低的问题。整合 N村生活区、生态区、农

业区，合理规划空间结构，实现村落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4.3提高 N村扶贫专员文化软实力 

政府建立健全驻村教师的薪资福利制度，鼓励大学生驻村教学，丰富 N村小学教师资源，实现因材施教，政府组建阅览室，

拓宽学生阅读面，推动学生横向发展，合理利用互联网，购进电脑等，让学生紧跟时代变化，引导他们合理利用网络，并运用多

种方式获取知识。面对“创客”扶贫队员专业知识匮乏的问题，其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以及参加高校相关知识的讲座和培训，用

情景模拟法等将理论运用到实践。扶贫队员还可以购买心理学等多领域书籍，提高学习能力，促进自我知识增长；采用阿 Q的精

神胜利法，与外界多沟通，转移压力，及时宣泄负面情绪，转变个人心态；及时反思，总结一周的工作，提炼出优缺点继而维持

与改进。 

“黑土麦田”组织给“创客”扶贫队员提供合理平台，针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加剧；经济增长超前，社会发展滞

后；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重点扶持湘西州 N村的经济发展，切实做到了“蓝靛”水稻种植农业合作社项目精

准，资金筹集并合理运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派人扶贫精准，四个精准缩小了 N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进一步缓解了不平衡发

展问题。扶贫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关乎治理的成效性，政府应加大社会扶贫监管力度，拓宽扶贫宣

传渠道，转变大众扶贫意识，让社会做扶贫的主人，并以此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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