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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帮扶助推乡村脱贫攻坚成效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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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的决策部署，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攻坚工作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揭秘了脱贫

攻坚的制胜法宝和宝贵经验。本文主要通过西南边陲某国有企业在结对帮扶贫困村的产业帮扶经历，分析企业在推进定点帮扶贫

困村实施产业扶贫项目中发挥的作用，总结产业扶贫工作成效经验，探讨巩固深化脱贫攻坚成果的措施，打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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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陲某村位于该村行政乡的西南部，距乡政府驻地

约 6 公里，辖 6 个自然屯、10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290 余户、

总人口 1200 余人。2016 年 1 月，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11

户 854 人，贫困发生率为 69.66%。至 2019 年底，某村贫困

发生率将至 0.98%，到 2020 年某村贫困发生率将至 0，一步

步顺利迈向脱贫“摘帽”。

1 国有企业开展产业扶贫工作措施及成效

1.1 结对帮扶，统筹规划“谋”产业

党的十九大对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总体部署，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和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等均作出了具体安排。

脱贫攻坚，需要各方参与凝聚合力，而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

济发展的航母，已成为我国脱贫攻坚事业的重要力量。2017

年，根据某市推进脱贫工作安排部署，某国有企业列为某市

某县深度贫困村某村的结对帮扶企业，如何统筹谋划扎实推

进各项工作，兼顾好企业生产经营，同时将部分力量转战参

与全面打好脱贫攻坚战成为了摆在该企业面前的一大难题，

也是企业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

某村全村耕地面积 1050 亩，均为旱地，无水田，人均耕

地面积 0.83 亩 ；林地面积 7199.85 亩。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和

黄豆。农民收入主要来源是务农和劳务输出，全村地理环境

恶劣，基础建设薄弱。村中养殖业以育肥牛、养母猪、养肉

猪等为主，大多为个体模式，规模较小，收益不高。

脱贫攻坚不能乱打仗，而产业措施扶贫常常是最直接、

最有效的办法，但是基于某村发展基础薄弱，环境复杂，在

这样的环境下发展产业，需要结合该村的环境特点和当地资

源禀赋，同时，带头人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经过某国有企业前期多次实地考察，最终决定成立专班，

对某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加强规划，发挥和利用山区肉牛养殖

环境资源优势，引导和推动产业项目落户，形成特色产业，

壮大规模，切实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同时，能够自给自足，

把产业项目作为解决村集体经济收益和居民群众就地就业的

长远之计。

1.2 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合力发展特色产业

产业扶贫，资金投入是最重要的保障。发挥政府的投入

主体和主导作用，通过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形

成脱贫攻坚资金多渠道、多样化投入对某村的特色产业发展、

形成一定产业规模至关重要。某国有企业作为隆安县某村的

结对帮扶企业，第一时间承担起国企服务社会的重任，通过

坚持增加资金对某村脱贫攻坚的投入，支持贫困村产业立项、

产业发展和推动产业创收。

2017 年以来的三年之间，该国有企业挑起结对帮扶担子，

经统筹谋划，累计投入 30 万元产业专项帮扶资金，为某村肉

牛养殖产业项目提供资金保障。某村第一书记组织村委班子，

联合帮扶企业围绕“公司 + 致富带头人 + 合作社 + 基地 + 农

户”的发展模式，探讨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路线图，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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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肉牛养殖产业的决心。路径明确了，立项基础和目标也

更加明确了。在肉牛生长所需饲料方面，随着养殖产业的兴

起，在肉牛养殖产业效益低的发展初期，通过选择适合肉牛

生长发育需要，同时也适宜某村当地山区石间种植的牛用牧

草，不仅大大降低饲料成本，更能提高肉牛的品质。在资金

方面，某村通过发展肉牛代养、农户小额信贷入股、流转土地、

收购肉牛牧草等产业发展环节覆盖至村贫困户，在一定程度

上从源头上解决贫困户的启动难题。

2019 年 3 月，某村肉牛养殖基地建成投入使用，以分批

方式购买牛犊入栏，并逐渐发展壮大，达到肉牛存栏 100 头

以上规模，当年顺利通过南宁市扶贫产业示范园验收。2019

年 12 月，养殖基地的肉牛已达到出栏售卖标准。但 2020 年

初，由于世纪疫情爆发，不仅社会生活严重受限，市场更是

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从 2020 年 1 月起，受市场受疫情

影响，某村的肉牛出栏速度较预期缓慢，2019 年 12 月出栏

售卖 3 头 ,2020 年 3 月出栏 11 头，4 月出栏 12 头……村集体

经济收益为 1000 元 / 头，首期投入肉牛养殖为某村创 10 万

元村集体经济收益。在产业帮扶的加持，某村村集体经济收

益从 2017 年的 0 元，到 2020 年已有 8 万余元。

1.3 消费帮扶，企业拓宽产业增收渠道

国家将消费扶贫纳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和地方各级结对

帮扶工作内容，鼓励国有企业优先采购贫困地区产品，组织

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定向直供直销单位食堂活动，鼓励企业

单位工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脱贫地区产品，采购脱贫地

区产品金额在全年职工福利支出中有一定占比，这无疑能促

进和带动脱贫地区增收。消费扶贫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

政策的有效延伸 [1]，也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

同时是解决增产不增收问题的有力措施。

某国有企业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和人员优势，精准对接帮

扶村，并积极推进地区国企扶贫产品“线上 + 线下”销售平

台在本企业范围内的市场拓展，努力拓宽扶贫农产品的消费

市场。某国有企业还与该帮扶村签订《扶贫农产品购销协议》，

推动帮扶村产业产品进入企业食堂，首次在产业帮扶上建立

与脱贫地区的农产品产销对接措施，同时，在企业内部通道

人流量大的区域设立扶贫产品专柜，更是有利于促进消费，

推动帮扶产业持续稳定发展，进一步拉动某村持续增收。

2020 年第一季度，该国有企业公司食堂完成第一批共 2.34

万元的生牛肉采购，以及黄豆等扶贫农产品，标志着打通了

某村农产品上行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

销售渠道，缓解销售难题。通过陆续引进扶贫农产品进企业、

进食堂、进职工家庭，形成“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

帮扶工作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贫困村增收。

1.4 组织帮扶，多举措提升帮扶村幸福感

该国有企业在开展产业帮扶项目时，充分考虑稳就业、

稳民心对帮扶村顺利推进产业项目的积极促进作用。通过建

立扶贫领导小组工作机构，每年通过党委会、办公会等形式

召开扶贫专题会议，领导班子成员靠前指挥、带头调研，不

仅在产业帮扶、消费帮扶，同时在扶贫扶智上做了大量工作。

通过设立教育发展基金以“助学园梦”方式捐赠给该帮扶村

村小学以及开展志愿帮扶项目、慰问送春联，以及为某村捐

赠抗疫生活物资等活动，援助建设该村文体活动中心和村委

办公楼、村内道路路灯、项目产业道路等，有力促进帮扶村

产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村民生活质量提升。村民

居有所安，业有所乐，村民幸福感得到进一步有效提升。

2 产业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

2.1 扶贫产业农户参与度还不够高

该村总户数 295 户，全家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 96 户、完

全无劳动能力 2 户，全村贫困户共 211 户，均有产业、务工

收入来源或养老、低保保障收入，其中，低保保障有 35 户

共 93 人。从外出务工家庭数量上看，外出务工户数占全村总

户数接近 33%，低保保障仍有 35 户，约占全村总户数 11%，

外出务工以及低保保障的家庭仍占较大一部分。另外，虽然

扶贫产业在该村的覆盖率已达到 100%，培育致富带头人 5 人，

全村 211 户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均超过 4000 元 / 年，但鉴于收

益情况以及产业带动劳动岗位分配等方面原因，有较大一部

分农户更愿意选择外出务工，扶贫产业吸纳农户参与到劳动

中，通过劳动获取收益，增加就地就业劳动岗位方面发挥的

作用还不够明显，农户整体参与率仍需提高。

2.2 产业特色不够突出，产业价值链延伸不够长

任何产业都有其独特的产业价值链。实际上 , 只有明确

了产业价值链 , 才能知道发展扶贫产业的关键点在哪里 , 效果

才可能事半功倍 [2]。该村发展肉牛养殖产业，主要还是侧重

于传统的肉牛养殖以及牛用牧草的种植，产业特色总体来说

还不够突出，根据当地地理环境优势，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

上的探索还是远远不够。肉牛养殖基地培育了 5 名致富带头

人，在肉牛养殖基地的日常运维以及牛用牧草的种植上吸纳

的劳动力非常有限，通过延长产业链从而延长产业价值链等

方面开拓性还不够，对于长期而言很难实现更进一步和更大

的盈利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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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销售渠道单一，销量不大

产品的销售渠道之争已经从过去单一渠道向多渠道竞争

延伸。特别是线上多媒体多平台的迅猛发展以及个别自媒体

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渠道和媒介的运用更是拓展销路

的“香饽饽”。某村扶贫产业肉牛经过数月的养殖后从养殖基

地出栏，主要依靠合作的畜牧公司和种养合作社销售，从营

销模式和销售渠道来看，仍属于单一的线下销售方式，规模

也较小，对产品的销售量产生一定的制约，同时，尚未形成

一定的产品品牌影响力，也对产品市场的开拓产生不利影响。

后期搭建平台引流，拓展销售渠道促进销量增长尤为重要。

3 巩固产业帮扶成果工作建议

3.1 扶贫与扶志相结合

要真正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这个事情是长期化的，不随着 2020 年我们宣布消灭绝对

贫困以后就会消失的”。2021 年 2 月 25 日上午，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顺利达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虽然已实现全

面脱贫，但是贫困群众从脱贫迈向长期稳定致富难度大的问

题还很突出，帮扶要对症下药，坚持靶向治疗，帮扶要扶到

根本上，帮扶也要扶志，必须把产业帮扶和扶志有机结合起

来。通过扩大产业规模，建设帮扶车间，在大力发展帮扶产

业的各个环节，积极带动广大群众参与进来，培育造就一批

能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优秀农村实用人

才，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

引领贫困地区创业创新能力 [3]，激发群众参与的热情，强化

思想引导和技术培育服务，通过努力劳动、发展生产，避免

返贫，确保脱贫后能致富，持续营收。

3.2 在延伸帮扶产业链上下功夫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但现在大部分地区产

业扶贫措施比较侧重短平快，考虑长期效益、稳定增收不够，

很难做到长期有效。”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

谈会上强调。围绕扶贫产业，以延伸拓展扶贫产业链为重要

抓手，推动特色产业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可以进一步巩固脱

贫成果。针对某村相对单一的产业结构，可以在完善和创新

产业链机制上加以探索，扩大肉牛养殖主导产业规模，增加

冷链配送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等，提升产品加工转化率，延

伸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推进合作社特色产品品牌创建，

发挥特色品牌效应，持续激发活力，真正提升精准扶贫 “造血”

功力，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

3.3 搭建销售平台拓展增收渠道

传统的营销模式渠道单一，不利于扶贫产品的推广。在

主抓线下销售市场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和帮扶企

业的社会功能，推动政府主管部门辖区单位参与到扶贫产品

统购统销中来，让扶贫产品更大量地走进政府部门和机关单

位食堂，更多分流进入帮扶企业职工食堂和职工家庭 ；在拓

展线上销售渠道方面，积极运用互联网平台开拓线上销售市

场，运用助农扶贫平台，开设特色“微店”，采取“主播带货”

等方式扩大产品知名度。帮扶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和人力资源优势，积极开展下乡帮扶带货等活动，同时发挥

企业与兄弟企业之间的协同机制，帮助帮扶村进一步扩大市

场范围。最后，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

提高产品销售风险抵抗能力。

4 结语

行百里者半九十。某村顺利脱贫摘帽，成效巨大，但在

巩固脱贫成果，形成长效机制，推进迈入乡村振兴上仍面临

很大的困难和挑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何巩固脱

贫成效，实现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是打好脱贫攻坚战必须

正视和解决好的重要问题。”要保证某村脱贫户走上致富路，

杜绝返贫致困，必须进一步发展主导产业，通过人力、产业

机制、市场等方面不断升级，筑牢产业根基，从产业人员素

质能力提升和产业振兴的信心和决心上要更加强引导，坚定

团结带领更多的脱贫户参与产业项目，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脱贫家庭持续增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稳、越

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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