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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盐山：
失能弱能贫困人口如何参与产业扶贫
失能弱能贫困人口是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扶贫对象。盐山县通过采取综合措施，将对失能弱能贫

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兜底和产业帮扶有机结合，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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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凯 童永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过去五年，我

们采取超常规举措，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

脱贫攻坚。农村贫困人口显著减少，贫困发

生率持续下降，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迈出坚

实步伐，贫困地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

善，贫困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进展，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的最好

成绩”。“从脱贫攻坚任务看，未来三年，还

有 3000 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其中

因病、因残致贫比例居高不下，在剩余三年

时间内完成脱贫目标，任务十分艰巨”。要在

2020 年实现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既定脱贫目标，必然

要对因病、因残等原因致贫的失能弱能特殊

困难贫困人口进行重点对焦、精准帮扶。

失能弱能贫困人口脱贫要与产业扶贫
相结合

失能弱能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主要是因

病、因残及因意外丧失部分或者全部劳动力，

目前针对这一部分特殊困难群体主要采用“社

会保障兜底一批”实现脱贫。这一做法可以

有效提高失能弱能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改

善失能弱能贫困人口福利状况，缓解贫困人

口脆弱性问题，见效也最快。但是简单以社

会保障兜底解决脱贫问题，容易带来贫困户

自身发展动力和机会不足问题，一定程度上

也容易造成农村新的内部矛盾。

在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五个一

批”脱贫路径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是首

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产业是实

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

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若将对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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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弱能贫困人口的帮扶与产业扶贫相结合，

既能调动贫困人口劳动积极性和内生动力，

也有助于从长远解决失能弱能贫困人口的帮

扶问题，实现失能弱能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

要将产业扶贫与社会兜底保障统一于对失能

弱能贫困人口的有效帮扶之中，关键在于“措

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切实结合失能

弱能贫困人口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扶贫产业，有效构建扶贫产业与失能弱能贫

困人口的利益联结共享机制。

在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较好且已完成脱贫

退出的贫困县中，个别贫困县结合县内贫困

人口致贫原因和产业状况，将产业扶贫与对

失能弱能贫困人口的帮扶相结合，取得了显

著成效。当前，全国累计退出的贫困县数量

已达到 153 个，占贫困县总数的 18.4%。整体

来看，153 个已退出贫困县在扶贫工作各个领

域积极尝试各种创新措施，扶贫工作整体开

展情况较好，减贫成效显著，贫困发生率均

已低于申请退出的相关指标要求，脱贫手段

对其他贫困县的扶贫工作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以河北省盐山县为代表的贫困县在精准

扶贫实践中，针对失能弱能贫困人口脱贫问

题，在社会保障兜底以外，积极结合产业扶

贫政策和本地产业发展实际，创新工作思路、

拓宽方法手段，较好解决了失能弱能贫困人

口稳定脱贫问题。

从盐山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致贫结构

来看，因病、因残和缺劳动力致贫占盐山

县建档立卡贫困户比重 74.6%，五保户占比

17.4%，60 岁以上人员占比 46.2%。从盐山县

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可以看出，病人、残疾

人、老人等失能弱能贫困人口是主要的扶贫

对象，贫困人口普遍缺少完整的劳动能力和

产业发展能力。要实现脱贫退出摘帽，必须

解决在贫困人口中占主体的失能弱能贫困人

口的脱贫问题。针对这部分失能弱能贫困人

口，盐山县在实施社会保障政策兜底的同时，

积极探索通过实现居家就业遍地开花、突出

小微工厂就地增收、强化龙头企业辐射带动、

促进土地流转资源生金等多元产业扶贫模

式，有效联结产业扶贫与失能弱能贫困人口，

深化并拓展了失能弱能贫困人口参与产业扶

贫的程度和范围，提高了失能弱能贫困人口

稳定脱贫能力和信心，这些经验和方法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实现居家就业遍地开花
“居家就业”模式是指村内农户及贫困

户在企业设立的定点领取生产原料，根据自

身时间情况在家加工后，由企业计件付薪回

收的就业模式。“居家就业”的工作场所是在

家中，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没有具体要求，

灵活性极强，更加适合留守妇女、残疾人、

老年人等弱能贫困人口，极大降低了这部分

特殊困难群体的工作难度，是产业扶贫“措

施到户精准”的一大创新。

盐山县积极引进和培育一批工艺插花、

箱包、电子产业、食品、藤编、毛绒玩具等

加工类企业，采取“公司 + 网点 + 贫困户”

经营模式，扶持发展以贫困户为生产单位的

特色家庭手工业。企业通过在人口居住相对

集中的行政村内设立网点，周边农户可以到

网点领取插花、藤编等手工业原料，领料后

根据各自闲暇时间在家加工生产。这种手工

业上手难度极低，并且只是简单的重复劳动，

即使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均可以从事插花等

手工业。笔者实地调研时发现，正在插花的

农户多为 60 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年龄最大的

达到 80 岁。加工完的成品农户自行送到点

上，按量付给农户工资。由于“居家就业”

模式的工资水平一般，使得其有效过滤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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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绝大多数从事“居

家就业”的农户为农村老年人、病人、残疾

人等失能弱能贫困人口。“居家就业”模式

适应了农村居民劳动时间分散灵活的现实情

况，解决了失能及弱能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

和增收问题，激发了贫困户自主脱贫的内生

发展动力，对于拓展精准扶贫工作思路极具

现实意义。目前，盐山县共有居家手工加工

企业 300 多家，带动贫困家庭 600 多户，户

年均增收 1500 余元。 

从盐山县的实践情况看，“居家就业”模

式适用于劳动力密集型且技术要求相对较低

的手工加工业，具有计件付薪、弹性工作时

间、收入风险低等特征，充分适应了留守妇

女、残疾人、老年人等弱能贫困人口的就业

需求，对于增强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塑

造贫困地区就业创业氛围也具有重要意义。

突出小微工厂就地增收
与“居家就业”模式较为类似，“小微工

厂”和“居家就业”都属于就近就业，但是

“居家就业”模式更为灵活，对失能弱能贫

困人口更具针对性，门槛更低，但是收入水

平一般。“小微工厂”模式聚焦于失能弱能贫

困家庭中劳动能力相对较好的贫困人口，门

槛相对较高，收入水平也更高。盐山县一些

贫困家庭成员虽然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但需

要照顾老人、孩子或病人，或因缺技能、缺

少就近就业机会等，尽管他们有就业愿望，

但是除了在家务农，没有其他劳动收入来源，

这部分弱能贫困户如何实现稳定脱贫成为一

个难题。

面对这一难题，盐山县因势利导，鼓励、

支持和引导企业在村内设立小型生产车间即

“小微工厂”，继而优先招聘本村及周边贫困

人口到“小微工厂”务工，在家门口实现“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盐山县清香食品有限公

司是一家生产春卷等速冻食品的小微企业，

通过优先接收安置、优先保留工作岗位和弹

性管理制度，帮助附近村庄的 13 名建档立卡

户贫困妇女实现就业。该公司用小小的春卷

撬动了国际市场，赚取外汇。2017 年 9 月，

被河北省妇女联合会授予“河北省巧手脱贫

示范基地”称号。汇祥牧业养殖种植合作社

主要经营杭白菊种植和毛驴养殖，流转贫困

村前闫村土地近千亩，优先雇佣 30 名建档立

卡贫困女性，进行田间管理以及季节性采摘，

每人年均增收 2000 多元，使贫困群众在自己

的土地上顺利就业脱贫。2017 年 10 月，盐

山县汇祥牧业养殖种植合作社被全国妇联办

公厅认定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通过

典型示范带动，全县积极引导扶贫“小微工

厂”60 多家，带动贫困户 550 多人，年人均

增收 800 余元，弱能贫困人口在获得稳定收

入的同时，也能够促进家庭和谐，成为重要

的产业扶贫模式。

与完全失能贫困人口不同，弱能贫困人

口仍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对于贫困家庭脱

贫致富仍具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愿望，只是限

于家庭情况的制约，无法外出务工。在帮助

解决这部分群体就近劳动机会不足问题后，

能够迅速通过劳动增收致富，盐山县“小微

工厂”的做法值得借鉴。

强化龙头企业辐射带动
龙头企业是地方产业布局中具有较强辐

射能力和带动能力的骨干企业，通过向龙头

企业投入资金支持，在龙头企业和失能弱能

贫困人口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可

以有效发挥扶贫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在促

进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同时，通过资产

收益方式为失能弱能贫困人口增加稳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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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山县在筛选龙头产业企业时，秉持“被

投入企业信誉良好，无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

违法违规记录 ；企业资产大于投入扶贫资金

的三倍以上 ；连续两年无亏损”等三个硬指

标。同时，为确保资金安全和收益持续，与

企业签订 3 到 5 年的合作协议，并聘请第三

方审计机构对企业的资产和经营状况进行审

计和风险性评估，各项程序严谨、规范，实

现了产业投入资金的低风险、高收益和可持

续性。2016 年以来，盐山县与亚洲最大的上

市养殖企业温氏集团和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恩际生物合作，投入产业资金 3118 万

元，每年返还本金和收益金 758.474 万元。

按照一般贫困户年人均增收不低于 1600 元、

建档立卡低保五保户年人均增收不低于 300

元的标准，将产业收益资金覆盖到建档立卡

贫困户。两年来，龙头企业资产收益扶贫方

式共带动建档立卡一般贫困户 1285 户 3288

人，低保五保户 2641 户 4107 人。

为鼓励各乡镇通过金融扶贫带动贫困

户，对享受金融扶贫贷款企业分红（每户每

年分红不低于 2500 元）的贫困户，补差至每

人每年增收 1800 元，共带动 168 户 506 人。

为了更加精准帮扶不同贫困深度的贫困户，

根据贫困户属性，发放红、黄、蓝三种收益

权证，明确产业收益的来源、分配标准、分

配方式，在增强产业扶贫项目与贫困户的利

益共享联结机制的同时，增强了对失能弱能

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带动力度。为壮大贫困

村的集体经济收入，龙头企业也拿出一部分

产业收益资金分配到 113 个贫困村，使村集

体年均增收 2.1 万元，增强了村集体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

资产收益扶贫通过集中分散资金进行专

业化、市场化投资运营，能够降低资金投资

的风险，从而为贫困户提供稳定收入来源。

在实践过程中，严格筛选投资企业、建立风

险防范机制和收益机制，同时建立合理的收

盐山县圣佛
镇扶贫小微
工厂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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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分配方式是开展龙头企业带动扶贫的重要

前提和保障。

促进土地流转资源生金
失能弱能贫困人口由于劳动耕作能力受

限，土地闲置情况较为突出，土地利用潜力

有待充分挖掘。在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背景下，促进土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通过吸纳贫困户务农、发放土

地流转收益等方式，可以为贫困户增加一份

稳定收入。

盐山县积极尝试现代农业发展和产业扶

贫相结合，盘活贫困村和贫困户手中的土地

资源，将土地流转政策融入全县产业扶贫政

策链条，最大限度挖掘贫困户的土地资源优

势，改变贫困户传统经营模式，通过土地流

转推进现代农业项目开发建设，逐步实现土

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增加贫困户土地流

转固定收入。同时，采取“就近就业”的原

则，吸纳贫困村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务工，增加贫困户务工收入。盐山县滨禾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是集油用牡丹种植、生态休

闲观光、设施蔬菜种植和珍禽养殖为一体的

现代农业综合体。流转土地 400 亩，其中流

转贫困村集体土地 80 亩，贫困村年增收达 4

万元；流转 10 个贫困户土地 21 亩，每亩年

增收 1000 元；带动建档立卡 19 人到园区务

工，年人均增收 1500 元，使贫困户既挣“租

金”，又挣“薪金”。近几年来，结合现代农

业产业的发展，共培育了薛堂村生态旅游项

目、乡情缘果蔬采摘基地等现代农业项目 60

多个，其中流转贫困户土地 980 多亩，通过

利用贫困户手中土地资源，使土地生金，带

动贫困村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提高失能弱能贫困人口土地利用效率，

帮助失能弱能贫困人口获得土地租金收益及

务工收入，对提高这部分特殊困难贫困群体

的收入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以土地流转等形

式盘活贫困村和失能弱能贫困人口的土地资

源，帮助贫困人口增收的风险相对较小，政

府帮助有效对接土地供给与需求，提高土地

资源利用效率，也是对失能弱能贫困人口产

业帮扶的重要形式。

盐山县通过对县内失能弱能贫困人口采

取居家就业、小微工厂、企业带动、资源流

转等精准帮扶方式，有效改变了以往单纯依

靠社会兜底保障的帮扶局面，使失能弱能贫

困人口在享受政府兜底的同时，也通过自身

劳动创造价值，不断改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

况。整体来看，盐山县采取的四类措施中，

企业带动和资源流转在其他贫困地区也在以

不同形式深入开展，“小微工厂”模式和当前

一些地区开展的“扶贫车间”模式有相似之

处。“居家就业”模式在其他贫困地区开展相

对较少，由于带来的收入不高，“居家就业”

模式存在自动瞄准机制，使从事“居家就业”

的农户多数为失能弱能贫困人口，精准度更

高。灵活的加工方式更符合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的实际状况，适应性更强，参考借鉴价

值更大。在离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剩

不到三年的背景下，各地尚未脱贫的贫困人

口中失能弱能的比重越来越高，脱贫难度不

断增加，“居家就业”模式对于帮扶这部分失

能弱能贫困人口具有重要作用。要发展“居

家就业”扶贫模式，需要注意“居家就业”

模式的产业选择要符合本地产业结构状况，

选取的产业要具有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门槛

低、简单易上手、生产加工环节易拆分等特

征。同时，要设计合理的网点布局，既要提

高单个网点覆盖范围，也要兼顾农户获取原

料和销售成品的便利性，真正发挥“居家就

业”模式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