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两峪乡和龙坪镇产业扶贫、农民增收

情况的调研报告

县政协第三调研组

3 月上旬，按照《政协保康县委员会关于对全县产业扶

贫、农民增收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的通知》的要求，县政协副

主席刘世才带领第三调研组深入到两峪乡、龙坪镇，采取集

中听、现场看、抽样查、个别访等方法，对两峪乡(胡家台

村、百庙村)、龙坪镇(温坪村、冯家岭村)产业扶贫、农民

增收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现将这两个乡镇产业扶贫、农民

增收情况报告如下：

一、产业扶贫、农民增收主要成效

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这两个乡镇紧紧抓住产业扶

贫这个“命根子”，把产业扶贫作为全面提升贫困群众自我

发展能力、实现长期脱贫的主要抓手，以产业扶贫助推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在产业扶贫的支撑下，2016 年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家庭收入整体较上年增加 15%以上，产业收入占农民

全部收入的比重正在提高，产业扶贫为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

贡献。主要成效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产业扶贫规划落实较好。2016 年，两峪乡按照产业

扶贫规划，引导贫困户大力发展烟叶、畜禽养殖、袋料食用

菌、核桃、蓝莓、油茶等项目，建档立卡贫困户共发展袋料

350 万袋、烟叶 3115 亩、核桃 6500 亩、蔬菜 2225 亩、土豆

660 亩、肉牛 788 头、生猪 3850 头、山羊 2775 只、鸡 7800



只、药材 800 亩、茯苓 2250 窖、天麻 4800 窖、油用牡丹 300

亩、油茶 600 亩。龙坪镇立足高山实际，规划引导贫困户发

展露地蔬菜 1691 亩、烟叶 1129 亩、西红柿等精细菜 363 亩、

魔芋 251 亩、土豆 221 亩、天麻 18275 窖、山羊 3206 只、

生猪 432 头，确保了贫困户当年增收。

（二）政策资金拉动力较强。这两个乡镇积极协调农商

行对贫困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对确无发展启动资金的贫困

户发放贷款，其中龙坪镇为贫困户发放贷款共 78 户 496 万

元，两峪乡为贫困户发放贷款共 79 户 395 万元。同时两个

乡镇还根据各自实际研究制定政策支持产业发展。龙坪镇出

台优惠政策支持贫困户发展烟叶，种植计划向贫困户倾斜，

对贫困户的化肥、地膜补贴全部提高一个等级，烤烟用电全

部执行农村居民用电电价，达到大户奖励标准的另外再从烟

税分成中给予奖励，烟炉补贴一次性直补到位。在扶贫产业

发展过程中，这两个乡镇大力宣传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引导

贫困户围绕产业扶持项目发展产业，及时对照产业奖补标尺

进行核实登记，为贫困户及时落实产业奖补资金，促进了农

民依靠产业增收。2016 年，两峪乡为全乡 11 个村、791 户

2464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产业奖补资金 317.735 万元，受

益贫困户户均得到产业奖补资金 4017 元，人均 1290 元，受

益贫困户占全乡总贫困户的 60%；龙坪镇为全镇 10 个村、

777 户 2383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产业奖补资金 393.8367

万元，受益贫困户户均得到产业奖补资金 5068 元，人均 1725

元，受益贫困户占全镇总贫困户的 58%。政策奖补与信贷撬



动了大部分贫困户发展产业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产业扶贫

规划的落实。

（三）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作用显现。两峪乡、龙坪镇在

落实产业发展项目的同时，结合生产需求安排民生工程项

目，紧盯贫困人口关注度高的水、电、路，大力加强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户产业产、供、销提供了强力支撑。

两峪乡重点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改造，加大村级道路硬化和

生产用水设施建设力度，村级公路累计硬化 263 公里（其中

2016 年硬化 11 公里），安全饮水累计新建 50 方以上蓄水池

33 个，农村电网已改造完工 7 个村，完成了 7 个村 9800 亩

的土地整理项目。龙坪镇围绕解决贫困户发展蔬菜、烟叶的

运输难和灌溉难问题，村级公路累计硬化120公里（其中2016

年硬化 9.5 公里），累计新建 50 方以上蓄水池 15 个，农村

电网已改造完工 25 个台区，其中 2016 年农村电网改造完工

6 个台区，新修机耕路 9 公里，新建河渠 1200 米，维修河渠

3000 米。

（四）有针对性科技培训作用发挥到位。两峪乡、龙坪

镇在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同时，都强化了有针对性的培

训，产业发展的质量有了提高，推动了一批新的产业项目落

地生根。2016 年龙坪镇共集中组织 6 场次核桃种植管理、反

季节蔬菜种植、烟叶种植等技能培训，200 多贫困人口参加

培训，为贫困户发展致富产业提供了技术支撑。龙坪镇冯家

岭是 2016 年出列重点贫困村，2016 年该村组织村干部和部

分村民代表远赴云南考察魔芋产业发展，学习魔芋种植技



术，成功引进魔芋新品种，在该村试种成功，全村 63 户贫

困户已建成魔芋基地 120 亩。两峪乡两峪村通过科技培训，

2016 年新发展蓝莓基地 200 亩，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贫

困户提供了长远增收项目。

二、当前产业扶贫、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调查发现，两峪乡、龙坪镇在产业扶贫上做了大量

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促进了农民增收，但还有以下四个

需引起重视的问题。

（一）贫困户发展产业内生动力不足。抽样调查显示，

多数贫困村经济结构单一，外出打工人口较多，土地抛荒严

重，两峪乡胡家台村共有抛荒土地 400 多亩，100 多青壮劳

力外出务工。在家的贫困人口大多是老弱病残群体，思想观

念陈旧，缺资金、缺技术、更缺劳力，生产经营能力弱，抵

御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弱，导致了贫困户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不足。虽然党委政府在产业扶贫上出台了优惠政策、落实了

政策奖补、发放了扶贫贷款、开展了技术培训，但产业扶贫

政策的落实到户率还没有全覆盖，部分贫困户持续依靠现有

项目持续发展、稳定增收积极性不高。基层干部反映，有的

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完全依赖政策扶持，认为

有奖补政策就发展，无奖补政策就不发展；有的贫困户是为

了得到产业奖补资金，低水平粗放式发展产业项目；有的贫

困户基本是在短期内依靠政策扶持实现了脱贫，扶持政策一

旦停止，或者稍有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就又会出现返贫。目

前这种输血式的扶贫只能解决当年增收，不能确保贫困户长



期发展持续增收。

（二）集中安置户产业发展困难突出。2016 年，两峪乡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522 户 1594 人，建集中安置点 10 个，共

集中安置 389 户 1187 人，其中两峪乡胡家台村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 66 户 181 人，建集中安置点 1 个，共集中安置 57 户

156 人，集中安置搬迁户平均离原居住地 1.8 公里，集中安

置搬迁户离原居住地最远的有 5.5 公里。2016 年，龙坪镇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 338 户 1107 人，建集中安置点 6 个，共集

中安置 115 户 282 人，其中龙坪镇冯家岭村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 103 户 306 人，建集中安置点 3 个，共集中安置 54 户 132

人，集中安置搬迁户离原居住地平均 1.5 公里，集中安置搬

迁户离原居住地最远的有 3 公里。调查显示，大部分集中安

置点均没有可利用资源就地发展产业， 集中安置搬迁户依

赖原有山林、土地资源发展产业程度高。由于集中安置点住

房面积小，配套附属设施尚未建设到位，特别是没有配套农

户产业发展用房，大部分农户存在原有牲畜栏圈、烤烟房、

袋料香菇养菌房等生产用房不能在安置点落地等问题。既使

能在集中安置点配套产业发展用房，但搬迁户的山林、土地

资源普遍离集中安置点较远，利用原山林、土地资源发展产

业项目需要在原住地和现住地两地来回跑，生产生活和交通

运输有一定困难，影响了搬迁户利用产业扶贫政策增收脱

贫。目前集中安置点普遍没有新的有保障的产业发展项目，

致使依赖原有山林、土地资源发展产业的集中安置点贫困户

有两个家，发展生产时还是以原居住地为主。根据易地扶贫



搬迁政策，所有易地扶贫搬迁必须建新房拆旧房，实行土地

复垦、生态修复。基层干部反映，如果拆掉旧房，搬迁户就

会放弃原有山林土地，没有了山林土地，对大多数贫困户来

说发展产业是空谈。集中安置贫困户产业发展资源和产业用

房困难不可回避。

（三）可持续发展面临问题较多。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不

能满足产业发展所需。现有的贫困村基础条件和资源条件都

比较差，交通、水利等支撑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点多线

长面广，资金投入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两峪

乡东湾村是三个村合并村，大部分自然村落不通水泥路，造

成烟叶生产物资到位难、烟农卖烟难。2016 年，龙坪镇温坪

村一组秦明旺种烟 16 亩，因不通公路，建筑材料运输难，

原计划新建烤房未建到位，导致有 7 亩烟叶没有烘烤，损失

3 万多元。二是缺稳定长效增收项目。从贫困户现有增收项

目来看，普遍杂而乱、小而散，一个乡镇有 20 多项产业，

很多项目不成规模，项目发展没有持续性，短效项目多、长

效项目少，粗放式多、精细化少，“一村一品”格局没有形

成，贫困户长效增收无保障。核桃产业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

生态产业，引进的是新品种，由于科技含量高，加之建园质

量低，有的田间管理跟不上，有的长势虽好但挂果率低，影

响了发展积极性。三是专业合作社带动力不强。农业属于前

期投入大、见效周期长的慢热型产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存在

市场风险大、资金短缺、贷款难等问题，很多专业合作社已

名存实亡。两峪乡成立有珍禽养殖、核桃种植、蔬菜种植、



食用菌、药材种植等专业合作社。龙坪镇成立有魔芋、烟叶、

蔬菜、天麻种植等专业合作社。从目前运转情况看，上述专

业合作社都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表现为注册一个名字、挂

上一个牌子、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功能发挥弱，网络贫困户

发展少，有的只是在提供技术和市场行情信息方面发挥了一

定作用，在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

运输、贮藏等方面没有发挥作用，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能力

弱。

（四）村集体经济发展缺项目保障。根据抽样调查，这

两个乡镇村集体经济收入普遍存在缺项目保障，集体经济空

壳，服务贫困户发展产业能力弱。两峪乡 11 个村，2016 年

没有一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5 万元。龙坪镇 10 个村，2016

年只有 2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5万元。为了发展集体经济，

2016年两峪乡在4个村规划建设4座总装机容量为253千伏

安的光伏电站，4 座电站均在 2016 年 12 月开工建设，程岐

村 100kw 光伏电站已并网发电，百庙村 53kw 光伏电站建设

已经完工，两峪村和胡家台村的光伏电站也将于今年年中建

好。龙坪镇冯家岭村于 2016 年建成 50kw 光伏扶贫电站一座，

目前没有并网发电。基层反映光伏电站项目并网发电审批

难，能不能发挥预期效益还有待观察。两峪乡东湾村想改造

300 亩老茶园发展村集体经济，因无资金投入而难以实施。

龙坪镇温坪村，是 2017 年规划脱贫出列重点村。该村今年

主要集中发展烟叶、蔬菜两个项目，蔬菜产业没有税收收入，

富得了群众富不了集体；烟叶产业虽有税收返还到村，但数



额有限，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仍然难以达到 5 万元。

三、推进产业扶贫、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思想教育力度，转变发展观念。要组织扶贫

文化下乡，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破除“等、靠、要”观念，

实现贫困户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激发贫

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健全竞争性扶贫机制，形成

正确导向。在坚持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兜底机制的基础

上，其他扶贫资源要采取鼓励式、竞争性的方式，充分调动

其脱贫积极性，引导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大力

加强技能培训，增强个体发展能力。根据贫困人口的实际需

求，本着“实地、实用、实效”的原则，开展全方位靶向式

职业技能培训，有针对性地加强科普知识和涉农实用技术培

训，培训要做到与厂企联合、与就业创业相结合，点到点指

导，增强实用性。

（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配套产业发展。一是整

合部门资金,夯实发展基础.抓紧配套实施水、电、路、通讯

等基础设施改造，解决重点贫困人口道路不配套、信息不畅

通、电力质量不高等问题。二是提高医疗、教育、文化、环

保等公共服务水平，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三是要保障集中

安置点贫困户产业用房。要科学制定易地搬迁方案，适当降

低现行高度集中安置比例。对生活依赖原有土地山林的贫困

户可在村内基础设施较好的地方，随湾就片相对集中安置，

就近利用原有土地山林等生产生活资料脱贫致富。对原址交

通条件、生产生活资料较好，搬迁意愿不强的农户，宜就地



拆旧翻新。对于集中安置的，在安置点能够配套建设产业用

房的，要尽快规划建设到位。受自然条件限制，在安置点不

能配套建设产业发展用房的，可考虑注销搬迁户原住房土地

使用证，转换成产业发展临时用房，在产业发展期间继续用

于生产，不发展产业了，再拆除到位，确保贫困户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

（三）加大主导产业培植力度，支撑产业发展。实施“一

村一品”产业培育行动，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文化旅游

业、现代服务业。推进“互联网+扶贫”，想方设法把贫困

群众都“链”到全县 “种、养、加、旅、工”产业链上来，

立体织网、辐射全局。要以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

化建设为方向，通过培强主体、龙头带动、科技支撑、标准

化生产、品牌建设等措施，着力打造“一村一品”专业村。

在项目选择上，要因地制宜，力求基地连片，形成规模效益；

在项目发展上，要全面提高经过多年发展比较成熟的茶叶、

核桃、蓝莓、反季节蔬菜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新项目培育上，

要大力发展无公害、有机、绿色产品。在政策支持上，要针

对新项目出台新的扶持政策，专列财政资金，支持主导产业

培植，让贫困户在主导产业布局网中脱贫致富。

（四）加大扶贫模式创新力度，提升扶贫质效。根据县

情，有三种扶贫模式可以探索。一是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带动

模式。这种模式从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产品入手，

以“一村一品”的思路，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产业发展链，

实行产业政策直补到户，采取联户经营型、统建到户型、能



人带动型、干部领办型、中介组织带动型，将分散的经营联

结成一定的规模，提高知名度，促进生产和销售，提高产业

发展规模效应。二是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和专业合社带动模

式。这种模式主要有“合作社+农户型”、“公司+农户型”、

“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企村共建型等四种方式，以农产

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企业和合作社为龙头，围绕一项

产业实行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经营。龙头企业和专业合

社外联市场、内联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发展格局。

三是大力发展资源入股分红模式。把贫困户集中连片土地资

源、搬迁户和五保户抛荒土地和山林入股龙头企业，通过土

地流转建设群众参与度高的特色种养业基地，带动贫困户通

过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产品收益得股金分红，

确保贫困户稳定增收致富。

（五）加大政策资金投入力度，提升发展能力。一是加

大资金捆绑力度，提升整体发展能力。扶持资金数额决定重

点贫困村扶贫计划的落实效率。建议将投入到重点贫困村的

扶贫资金适当比例下达到村，由村统筹帮建单位扶持资金进

行捆绑使用，有计划的解决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重点问题，

防止部门资金各自为阵、撒胡椒面，增强统筹协调能力，提

高资金使用整体效益。二是加大科技培训力度，提升贫困户

造血功能。当产业扶贫项目确定之后，贫困户急需的是技术。

要增加基层技术人员力量，加大科技培训力度，让贫困户户

平有一个科技明白人，助推扶贫产业提质增效。三是加大政

策资金投入力度，提升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要加大光伏电站



建设力度，做好项目落地审批工作，让建好的光伏电站早日

并网发电，在建的光伏电站早日峻工投入使用。要出台政策，

支持村集体整合和收储农村搬迁户和五保户闲置的土地山

林等资源，利用荒山和荒地发展高效经济林、药材等项目，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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