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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硒”为贵
——地方特色农产品助力脱贫的恩施经验
如何利用地方特色优势，将剩余贫困人口纳入产业脱贫之中，将是接下来脱贫工作的重点。恩施

地区通过有效的政策举措，将地区优势转化为让贫困户富起来的真金白银，发挥出了特色产业脱

贫的强大实力。

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陈世伟 钟宇

自2014 年我国实行贫困户建档立卡，转变

过去的“大水漫灌”扶贫政策以来，近几年来

通过社会各个层面的不断努力，我国现行标准

下的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的 9899万人减少

到 2018 年的 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

贫困发生率也降至1.7%，完成脱贫目标指日可

待。但最后两年的脱贫任务愈发艰巨，既要使

剩下的1000 多万“重难点”贫困人口、贫困地

区如期脱贫，又要防止已经脱贫的人口重新返

贫，这对扶贫措施提出了新的考验。

目前所实行的“五个一批”帮扶政策中，

易地扶贫搬迁能有效改善地质环境恶劣地区贫

困人口的居住条件；生态补偿则既改善了当地

脆弱的生态环境又使贫困人口多了一份收入；

发展教育则有效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社会

保障使得无劳动能力人口也能实现脱贫。但五

个措施中适用范围最广、见效最快且最具有可

持续性的手段无疑是发展生产。各地依托地方

独有环境条件发展特色农业、打造地方性特色

农业产业体系，这将在最大程度上帮助贫困户

获得摆脱贫困的持久内生动力。

恩施地区位于湖北省西南部，以高原型山

地地貌为主，光、热、水等自然资源丰富，其

中硒储量尤为惊人，高达 25 亿吨。充足的硒

储量形成了大片的富硒区域，使得该地出产的

农副产品中均富含硒元素，这使得该地发展地

方特色农业具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基础。

但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使得当地农村贫困状况

尤为突出。2014 年年底，总人口约 400万的恩

施州共有 729 个贫困村，建档立卡的贫困人数

达 108.64万，贫困人口占比很大，超过四分

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近几年的脱贫攻坚

中，当地通过发展特色农业，打造地方品牌，

加强地企合作，在产业脱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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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对该区域整体脱贫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

文将结合调研经历，探讨贫困地区发展特色农

业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

打造灵活的“大脑”：发挥好脱贫致富
带头人作用

一个地方的特色产业发展什么、如何发

展、如何逐步将当地产业做好做优都需要好的

致富带头人。为更好地发挥致富带头人的作

用，恩施所采取的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

让贫困户与当地致富带头人结对子，让贫困户

直接学习带头人的新技术新模式，让当地大户

为贫困户提供生产、销售等环节上的帮助。通

过一段时间的帮扶使得贫困户自身掌握有关技

术，从而实现稳定增收；第二种则是推举吸纳

致富带头人作为村干部，参与贫困村的管理，

让其在整个村的层面上发挥自身作用。

在恩施熊家岩村，当地的种茶大户被选为

村长，其利用自身早年与杭州茶叶企业合作的

经验在该村筹办合作社，利用恩施茶叶绿色富

硒无污染的口碑，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 + 基地+贫困农户”的合作模式获得稳定的

销售渠道，帮助贫困户打消后顾之忧，带动了

贫困户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并在今年启动了打

造自身富硒品牌的行动，以获得更大的市场效

益。通过致富带头人的带动，使得当地的特色

农业逐步确定了发展什么、发展途径，以及如

何做优做精的问题。以该村富硒茶产业为例，

经过几年的发展，当地茶园面积达到7000亩，

通过各种帮扶，当地60%的农户都种上了茶树，

实现了12个村民小组种茶全覆盖，茶叶年产

量达到 484 吨，总产值4700 多万元，亩产值

3800多元，有效带动了贫困户脱贫增收。

致富带头人的市场嗅觉更为敏锐，知道

市场需求，可有效避免“拍脑袋”决策所带来

的农产品同质化进而引发农产品增产不增收的

尴尬现象出现；致富带头人的技术更为先进有

效，田间管理更为科学，与同村贫困户结对子，

既能快速帮助贫困户掌握生产技术，又能使地

方特色农产品尽快实现规模化生产；致富带头

人更为年轻，将致富带头人吸收进村级管理队

伍，不仅使其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对于贫困户

的帮扶作用，又强化了村级干部队伍。

建立快速的“神经网”：发挥帮扶责任
人的宣传作用

恩施富硒特色农业发展之初，如何尽快

打消贫困户的观望态度，使特色产业得以快速

铺开，一直是个棘手问题，也是特色产业能够

真正让贫困户得效益的关键所在。恩施在解决

这一问题上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帮扶责任人的作

用，建立了“村党委领导，村民小组检查，帮

线上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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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帮扶责任人在贫困户家打扫卫生，改善居

住环境，使得贫困户开始自发追求更加良好的

生活水平。加强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更要

让贫困户参与脱贫过程，避免大包大揽。产业

扶贫不是直接告诉农户要发展什么，不能轻视

贫困户的自身意愿，要将贫困户吸纳进产业脱

贫的决策和管理过程。当地针对每个村所辖村

民小组多、贫困户到村部开会时间长的客观条

件，将脱贫特色产业决策会下沉到各个村民小

组，组织村干部分别深入村民小组组织开会，

解决贫困户参与决策中出现的参与权、知情权

不足的问题，有效降低了群众知情成本。通过

会议参与，使得贫困户增强了参与感，吸纳了

各方意见，减少了产业政策执行中出现消极怠

工现象的可能。

产业扶贫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帮助，让更多

普通人参与到产业扶贫之中，能更好地带动产

业发展。酒香也怕巷子深，再好的特色农产品

也怕藏在山沟沟里不为外界所知，本地优质农

产品卖不出去，外面的人想买买不到。恩施当

地近年来大力加强与京东、拼多多、贝贝集团

等电商合作，开设线上地区扶贫馆、“中国田”

助农项目，专门销售当地特色产品，2018 年仅

贝店就销售恩施农产品百万斤。在线下，通过

与中百集团、华润万家等大型零售集团联手，

加强农超对接，带动 60 余家当地农产品企业

与外部对接。这些举措都极大提高了恩施农产

品的知名度，吸引并形成了一大批的忠实顾客，

为产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产业脱贫工作不是简单地给贫困户找项目

的短期目标，而是一个真真切切让贫困户参与

其中的长久之计。这就要求在贫困户间，尤其

是部分脱贫意愿不强烈的贫困户中营造起脱贫

光荣，追求富裕生活的气氛；又要带动外部资

本力量和消费者购买当地农产品，打造地方品

牌力量，形成稳定的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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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责任人负责”的三层责任体系，将每个贫困

户的种养等生产活动开展情况责任到人，为特

色农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时，充分发挥帮扶责任人定期深入贫困

户走访询问的优势，通过发放宣传册、介绍优

惠政策、展示预期收益等方式，在走访中宣

传政策，提高农户对以富硒为特色的农业的了

解。并针对贫困户家庭及自身特点，有针对性

地向贫困户介绍符合自身的农产品品种，使贫

困户对发展特色产业减少疑虑。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更是对贫困户自家产业情况做到次次

入户询问，通过产前询问种子、化肥购买等情

况，产中的疫情防治及生长情况，产后的销售

情况，能够及时掌握贫困户生产流程中出现的

问题，及时发现并解决。

锻炼强有力的“左膀右臂”：加强产业
脱贫内生动力和外部助力

各地在扶贫中往往面临村干部出力不讨好

的现象，发放下去的生产物资被贫困户吃进了

肚皮，甚至卖给了他人，很难真正起到产业扶

贫的效果。地方特色农业助力脱贫攻坚的效果

如何，不仅取决于有好的带头人，有好的政策

宣传员，最为重要的还是取决于贫困户自身的

努力。

加强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首先要重视

激发贫困户的脱贫意愿。在贫困户的认定过程

中各级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摸清了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但在脱贫工作

中，却存在脱贫方式无差异的现象，没能让前

期工作有效帮助后期工作。当地在脱贫政策上

则充分考虑到致贫原因，针对贫困户中的“光

棍户”普遍存在的只求吃饱、不考虑长远、脱

贫意愿不足的现象，在物质帮扶基础上，也加

强了精神层面的关怀，更加突出“扶志”。通过

开办各种教育班，有效在思想上带动了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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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适合劳动能力弱或者要居家照顾病人的贫

困户。

在建始县百股水村，刘大姐丈夫在外打

工，大姐自己在家照顾老人，村里多方联系将

本地富硒土豆挑选清洗的工作交给了刘大姐，

这使得刘大姐一家一年收入可以增加 2000 元

左右。通过这些途径有效解决了失能弱能贫困

人口参与特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问题，实现了产

业扶贫上不落一人的目标，有效地显示出了对

贫困人口的兜底作用。

在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少、距离2020 年

越来越近、脱贫任务愈发繁重的局面下，如何

利用地方特色优势将剩余贫困人口纳入产业脱

贫之中，将是接下来脱贫工作的重点。恩施地

区通过有效的政策举措，将地区优势转化为让

贫困户富起来的真金白银，发挥出了特色产业

脱贫的强大实力。

建造有效的组织后盾：对失弱劳力家
庭要有好的兜底政策

发展产业脱贫是脱贫方式的首要路径，但

对于部分残疾贫困户、年老贫困户已经无法依

靠自身发展脱贫特色产业，这就要求要更好地

发挥产业政策的兜底作用。一是通过发展集体

经济，将这一部分贫困户也纳入到特色产业的

发展当中来。

针对年老已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当地通

过发展集体经济，让农户通过将土地等生产资

料入股的方式，享受集体经济的分红。

在解决残疾人和家中需要有人照顾无法离

家贫困户的产业参与中，当地通过延长特色农

产品产业链，也将这部分贫困户纳入到了集体

经济产业发展之中。通过开展居家就业，让贫

困户在家中就能享受产业发展的红利，这些简

单的工作不需出门、技能要求低、时间灵活，

给弱劳动能力家庭找
到挑选土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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