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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合作助推脱贫攻坚
与发展一般性的农业产业相比，通过产业进行扶贫存在更多的难题。因此，产业扶贫也成为精准扶

贫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文｜李静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 

扶贫

四川铁骑力士集团（以下简称铁骑力士）是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创建二十五年来从

3.5万元、6个人，发展成为在全国建有51家分（子）

公司、员工6000 余人的高科技企业集团，包括饲料、

食品、牧业三大事业部、圣迪乐村和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冯光德实验室以及铁骑力士大学。 

以四川牧业科技为代表，已形成了从育种、繁

育、养殖、加工到销售一体化的猪产业链，注重全

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通过采用“龙头企业+家庭

农场”“1211”养猪模式实现高效养殖，企业力求做

透做精，建立命运、财富、情感、事业共同体。铁

骑力士积极参与扶贫事业，在绵阳市设置两个重要试

点——三台县和喜德县，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结合实际调研，本文将主要以喜德县为例介绍

铁骑力士参与产业扶贫的主要做法和扶贫效果。

喜德县基本情况
喜德县地处四川省西南，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北

部，是一个以彝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半农半牧山

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2010 年被确定为乌蒙山片

区扶贫攻坚县，属于四川深度贫困县。全县共170

个村，其中130 个为贫困村，截至 2017年 8月30

日，通过精准识别，全县有 15761户贫困户，贫困

人口64009人，分布于全县23个乡镇和166 个村（其

中贫困村132个，有贫困户的非贫困村 34 个），贫

困人口年均收入 2300元，贫困面广、程度深。计划

2018 年脱贫 32个村，并在该年底实现全面脱贫。

喜德县经济以农牧业为主，种植业以马铃薯、

荞麦、玉米、水稻和蔬菜为主导产业，养殖业以猪、

牛、羊和禽类为主。贫困村普遍分布于坡度较陡、

地形复杂的边远山区、高寒地区，耕地面积虽多，

但土层较薄、土地贫瘠，加之自然灾害频繁，粮食

产量很低，农户生产生活难以保障；农业产业结构

单一，群众生产技术落后，经济作物少，畜牧业良

种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贫困村特色产业因缺乏

喜德县米市镇来呷彝族村贫困户安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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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扶持未成规模，农户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是

零星种养和外出务工。

目前，减贫工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剩余贫困

人口脱贫难度加大、县域经济发展落后、县财政压

力大。产业扶贫也面临资金、技术、人才不足的困境，

国家层面的产业发展扶持力度不足。

铁骑力士产业扶贫模式
1. 直接生产带动

一是“龙头企业+家庭农场”“1211”高效养猪

模式。该模式指“1个规模猪场 +2个劳动力 +1000

头肥猪 = 纯收入 10万元”，即在铁骑力士的支持下，

建设1个规模猪场（代养点），挑选年轻、受过教育

并具备学习能力的 2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负责管理，

实现年出栏量约1000 头猪，年纯收入约10万元。

当前中国农户养猪面临猪病多（疫病造成的成

本增加约每头猪150—200 元）、品种差、猪舍差、

饲料问题、管理激励问题，该模式可以有效解决由

以上问题带来的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具有科学养

殖、管理效率高、去中间的优势，其中不设饲料、

兽药、猪苗经销商，可节省10% 左右的中间成本，

且成活率高、节约饲料、良种和技术推广快，进而

实现无市场风险、无流动资金风险和无疫病风险，

保证收益和附加值共享。

铁骑力士通过与农户建立“统一种苗、饲料、

药品，统一销售”的契约关系，降低农户养殖成本，

规范养殖、严格监管并保证农户收益进而带动农户

增收。其中，铁骑力士在喜德县通过与喜德农旅投

有限责任公司（地方政府设立的投融资平台，以下

简称农旅投）合作开展生猪代养项目，政府负责协

调企业与农户间的合作。主要采用三种模式：

（1）贫困户单独发展的模式。铁骑力士计划

投资 50万元左右修建年出栏量为 500 头的小规模

猪场，贫困户可以合作贷款（每户可贷1万）建设代

养场，也可以采取“分贷统还”形式（贫困户作为借

款主体申请贷款后，贷款资金由农旅投负责统一管

理、统一使用、统一偿还贷款本金，双方共享收益），

每户额度5万元；

（2）“农旅投 +贫困户”的模式。村委会与农

旅投公司共建代养场，村委会统一投入其管理的50

万元产业基金（指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由各级政府

拨付的专项资金、社会捐赠资金等设立，用于支持

建档立卡贫困户或贫困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产业），

其余大部分资金由农旅投公司承担；

（3）“农旅投 +大户+贫困户”模式。指“1+8”

模式，1位养殖能人带动8个贫困户的精准扶贫模式。

二是“农牧结合”的模式。计划在三台县建设

以铁骑力士为中心的产业示范园区，包括15000 头

种猪场为核心的养殖区域和周边猪文化参观区域，

建成后，将通过“农牧结合”的模式带动周边麦冬

等种植基地的发展。

2. 就业带动

铁骑力士生猪代养项目的开展，能够带动当地

贫困户就业。一方面，在建设代养场期间务工，可

获取临时性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贫困户在接受

铁骑力士的培训后在代养场从事管理、养殖等工作，

获取稳定的工资性收入。其中在三台县建设的产业

示范园区，预计带动 400户农户就业。

3. 资产收益扶贫

铁骑力士的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主要指贫困户可

以获得分红收入和土地流转收益。一方面，在贫困

目前，减贫工作面临的挑

战主要有：剩余贫困人口

脱贫难度加大、县域经济

发展落后、县财政压力大。

产业扶贫也面临资金、技术、

人才不足的困境，国家层面

的产业发展扶持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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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单独发展的模式中，若贫困户选择“分贷统还”

的形式，获取农旅投给予的分红收入。在“农旅投

+贫困户”的模式下，村集体可以获得 6%的产业基

金利润分红，其中的70%归贫困户所有；另一方面，

精准扶贫养殖项目的建立，占用耕地、林地等，农

户获得征地补偿款，如在喜德县冕山镇洛发村的养

殖基地（繁育场）占用了68户农户的耕地，其中有

4户贫困户。

需要指出的是，代养场所有权属于地方，铁骑

力士租用，拥有使用权。铁骑力士向农旅投统一支

付代养费，农旅投需确保每年利润的 6% 分给村委

会，这其中的 70% 必须分配给建档立卡贫困户，余

下可用于村庄发展建设等。

产业扶贫效果
1. 直接扶贫效果

一是带动项目所在地贫困户增收。农户只需缴

纳 300元 /头（远低于1500 元左右的市场价）的保

证金，就可以从公司记账领取猪苗、饲料、药品、

疫苗，记为养殖成本。为防止农户违背契约，公司

派专人负责监管养殖，猪仔达上市体重后，公司与

农户称重进行结算，结算收入= 销售重量×合同

价，农户收益= 结算收入- 领取物资费用。农户专

心养殖，无需担心资金、技术、销售与行情。同时，

公司统一购买生猪保险（保额 500 元，政府补贴

80%），除此之外，公司设立风险基金用于补贴受到

疫情影响的农户。由于品种优良、成活率高、节约

饲料和生产效率高的优势，每头猪可多创造 322元

的价值，由公司与农户共享，农户每头猪可获取约

160元的收益。

二是提升贫困户的自身发展能力。公司为养殖

户、参与代养场工作的贫困户提供技术指导与培训，

提升贫困户科学养殖的能力，进而提升其自身发展

能力，且分散经营能够有效提升养殖效率。

2. 间接扶贫效果

一是带动县级养殖产业升级。铁骑力士在喜德

县的生猪代养项目，年出栏约22万头仔猪。代养场

的建设已逐步开展，代养场由农牧局、国土局、水

务局、交通局、环保局等共同选址，确定了76 个通

过环评的点，第一批启动 6 个示范代养点，每年共

出栏 4万头仔猪。科学规范、规模化、一体化的养

猪产业链的建立，龙头企业的带动，在技术、市场、

品牌、标准化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有效拉动

县域经济的发展，带动县级养殖产业升级。

二是有利于推广生态循环、可持续的农业发展

理念。代养场产生的排泄物可作肥料发展蔬菜、花

卉等产业，采取“种养结合”的方式实现废物的循

环有效利用，逐步在贫困地区推广生态循环、可持

续的发展理念。

三是“1+8”的创新模式有利于解决产业扶贫的

关键问题，有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以大户

带动贫困户，破解了贫困户无法参与的瓶颈，有利

于建立科学的利益联结机制，帮扶带动的方式有助

于推进乡土文化的发展。

铁骑力士在开展扶贫工作过程中也面临困难，

如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无法及时沟通贫困户，难以

发展产业；难以选址；注册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

标识花费昂贵，但没有此标识的产品很难进入市场；

农产品难以电商化且同质性强等。同时，铁骑力士

在整合政府扶贫资源方面做得不足，且文化敏感型

（少数民族彝族的文化与价值）的价值链发展机制

建立需要时间，但这些都不会阻止铁骑力士继续在

扶贫攻坚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