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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
脱贫彝族村寨的变化和期待
财政部派驻云南省永胜县定点帮扶工作队队员｜张开迪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产业扶贫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

根本之策”“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

效的办法。”随着新阶段“三农”工作

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党全社会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旺、乡村

兴”，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抓好产业

兴旺这个“牛鼻子”。尽管在产业扶

贫过程中，脱贫地区产业基础得到有

效夯实，但是产业扶贫不等于产业兴

旺，如何基于现有产业扶贫基础进一

步实现产业兴旺目标，关乎脱贫攻坚

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两大历史性战略

的有效衔接。

云南省永胜县崀峨村是我国12.8

万个脱贫村之一，崀峨山村巨变也是

我国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际，我被选派

到崀峨村驻村，光荣地成为财政部帮

扶工作队的一员，有幸参与到这场气

吞山河的伟大实践当中。

从“烟熏火烤”到“玫瑰花开”，

彝族村寨走出脱贫致富的新路径

崀峨村位于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衔接区、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区、

云南省限制开发区和生态脆弱贫困

区，是一个山区的彝族村寨，平均海

拔超过2150米，面积46.43平方公里，

辖11个村小组，638户2838人，建档

立卡贫困户60户203人，全村经济来

源以传统种养殖为主。

在脱贫攻坚关键时期，财政部组

织部内司局党支部与定点扶贫县较困

难的贫困村结对，开展一线产业扶贫。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党支部结对帮扶崀

峨村。2018年1月，财政部人事教育

司干部开始驻村扶贫工作，在深入调

查后发现，崀峨村产业形态单一，烤

烟是全村传统性产业，覆盖80%农户。

由于烤烟是计划性的农业，不少贫困

家庭无法种植。为实现脱贫可持续，

驻村工作队组织聘请专家进行市场调

查、田间考察等，确定发展食用玫瑰

特色产业，成立了村集体合作社，种

下了全村第一株食用玫瑰苗。

截至2020年11月，通过大力发

展食用玫瑰特色产业，村集体合作社

累计实现就业9396人次、务工收入

74.05万元、土地流转收入19.8万元、

分红9.49万元，成功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部脱贫摘帽，顺利实现现行标

准下全村贫困发生率0%。崀峨村走上

了从“烟熏火烤”到“玫瑰花开”的产

业发展新路径。

从“要我富”到“我要富”，产业

扶贫给彝族村寨带来的新变化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产

业扶贫不仅给崀峨村的彝族老乡们带

来了小康，更是帮助他们实现了从“要

我富”到“我要富”的思想转变，最显

著的就是“三个首次”的变化 ：

（一）党建有力量 ：首次全村党

员抓产业尽锐战贫。“农村富不富，关

键看支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

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打

好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力量。按照“村

党总支—村集体经济管理小组—合作

社”的管理机制，崀峨村党总支成立

村集体经济管理小组，发动全村党员

与6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到产业中结

对帮扶，助力贫困户融入产业发展。

贫困户按“每户1人代表、1元入股、1

名党员带领”模式，既参与合作社劳

动又成为合作社股东，实现贫困户“从

农民到农工到农商”的转变。

2020年，崀峨村党建模式被评为

丽江市先锋。崀峨村党总支书记海凤

云说：“工作队来之前，崀峨村党员平

时就是开开会、见见面、聊聊天，参

与村内事务缺乏动力。发展玫瑰产业

是崀峨村党建‘摸得着、看得见’的抓

手。种植玫瑰不是当年马上就能见效

的，所以很多贫困户和村民刚开始抱

着‘看热闹’的心态。工作队带着我们

党员同志亲自上阵到地里干活，同时

1名党员再与1户贫困户结对帮扶，用

实际行动不断感召，贫困户也逐渐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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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到合作社的劳动中来。”

（二）增收有希望 ：首次全村贫

困户靠产业稳定获利。“说一千、道

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为实现

产业稳定收益，一方面建立“合作社 +

企业”模式，合作社组织生产，食用玫

瑰龙头企业以保护价收购 ；另一方面

贫困户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参加合

作社生产劳动，从合作社获得每亩每

年 800 元左右土地流转收入、每天 100

元左右的务工收入，以及年底现金分

红等稳定的收入。

崀峨村上海甲村小组原建档立卡

贫困户王永福 2017 年父亲去世后，不

得不返回家中照顾常年患病的哥哥。

“那时候每 4 个月到医院结一次账，一

次要 6000 多块，我没有经济来源，付

不起医疗费，非常茫然。工作队来了

以后给我送政策，同时安排我就近到

村集体合作社工作，帮我渡过了难关。

我家在政府帮助下还建了新房，顺利

实现脱贫，往后的日子不愁了。”王永

福说。据了解，王永福在合作社务工

每个月有 3000 多元的收入，年底还能

拿到 1600 元的分红，一年单从合作社

就拿到三四万元收入。

（三）生活有方向 ：首次全村观念

随产业发展转变。“农村不是养懒汉，

致富要靠自己干。”传统烤烟产业是一

种计划性农业——计划多少是多少，

种多种少农民自己很难决定，由此形

成了部分村民“眼睛老往上面盯”，缺

乏奋斗动力。崀峨村发展玫瑰特色扶

贫产业后，产业发展对村民思想产生

了“强刺激”，不仅明白了靠自己致富

的新思路，而且身边原来不如自己的

贫困户收入增多了，正向激励作用突

显出来，村民主动转变观念想着致富。

如今，崀峨村越来越多的村民转

变了思想，就再也闲不住了，有的走出

大山到城里打工，有的抓住机会自己

做小买卖，更多人就近到合作社务工。

从“我要富”到“我能富”，乡村

振兴中彝族村寨发展产业的新期待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崀峨村通过大力

开展产业扶贫顺利站在了乡村振兴的

新起点上，下一步要帮助彝族老乡实

现从“我要富”到“我能富”的能力提

升，崀峨村发展产业还需满足诸多新

期待，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四个转变”

的期待 ：

（一）市场观念 ：从“外生到内生”

转变的期待。“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外部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产业发展

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市场观念能否“应

时而变”根本上决定了产业的长盛不

衰。通过驻村工作队大力帮扶不断培

育“造血”能力，崀峨村合作社具备了

一定产业基础，村民在现有模式下可

自发运营。可一旦遇到市场风险和经

营情况变化，合作社村民自身市场观

念不足问题就凸显出来，不能有效识

变、应变，依然需要借助工作队来决

策领航。

崀峨村委会副主任程云前说 ：“咱

们村合作社种植玫瑰已经基本成型

了，2020 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仍取

得不错的成效，收入超过 60 万，好多

贫困户在家门口打工，年底还能拿分

红，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疫情

对食用玫瑰销售影响较大，合作社能

保持收入稳定，是因为工作队在‘找

路子’上花了大功夫，不仅开发玫瑰

新产品，而且发展番茄、豌豆、平菇等

市场行情较好的蔬果补充收入。有些

理念上、方向上的东西村里人还是不

具备的，这方面还是要靠工作队。”

（二）治理结构 ：从“传统到现代”

转变的期待。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离不

开专业人才的带领。但就合作社的治

理结构来看 ：在所有权中，村委会绝

对控股占比 92%，60 户贫困户合计占

比 3%，企业以玫瑰苗款出资占比 5%，

专业人才未占比 ；在最终收益中，村

集体合作社收入在扣除企业参股后，

考虑脱贫攻坚情况大部分向贫困户分

配，专业人才为固定工资，与合作社

的经营绩效脱节。这种治理结构未能

激发出“火车头”的最大动力，出现新

型经营主体治理结构不“新”的情况，

需要充分考虑调动专业人才的积极

性，通过合理利益分配实现最大化经

营目标，来带动产业发展。

驻村工作队员分析认为，现在集

体合作社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是运

营效率还不高，如为克服疫情对食用

玫瑰销售影响，驻村队员联系了全国

十几家企业开辟渠道，但合作社对接

的积极性不高，工作效率低，有的样

品得反复催好几次才给企业发货。说

到根上，还是合作社所有权和经营权

没有理顺，经营人员动力不足，在长

效利益联结和合理利益分配上还需要

优化。

（三）生产方式 ：从“数量到质量”

转变的期待。崀峨村玫瑰产业现在主

要集中在提供鲜玫瑰花原料的“数量”

阶段，还未能对食用玫瑰产业链“吃

干榨净”，缺乏生产的精深加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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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附加值不高。以合作社最近一笔

销售收入为例，据估算，到消费者手

中最终产品的价值约为 272 万元，但

合作社的收入仅为 4.09 万元，在整个

产业价值链中占比仅为 1.5%，从“数

量到质量”的挖掘潜力较大。

村里第一位研究生、合作社负责

人罗树桃说 ：“我希望能够提高村里

对玫瑰的生产加工能力，光靠简单的

种植，老百姓‘过日子容易、过好日子

难’，合作社需要持续发展壮大。现在

村里已经建了一座玫瑰加工厂，未来

要再引进一批加工技术和设备，对现

有食用玫瑰深度加工，把经济价值充

分发挥出来，最大限度地利用食用玫

瑰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如果这样做，

玫瑰产业是有大搞头的。”

（四）带动对象 ：从“部分到整体”

转变的期待。脱贫攻坚主要瞄准贫困

户，讲究精准 ；而乡村振兴涉及全部

农民，是农业农村的全面振兴。崀峨

村食用玫瑰产业的出发点在于帮助困

难群众实现稳定脱贫增收，同时也兼

顾了对整体村民的带动。例如，利用

玫瑰基地风景优美的特点，探索整村

旅游模式，在去年“五一”期间吸引了

600 余名游客参观体验玫瑰基地，首

次实现村内旅游创收。但目前村民还

不能围绕玫瑰旅游做一些周边生意，

全村玫瑰旅游整体还不成系统，玫瑰

产业的带动性有待增强。

崀峨村农家饭店老板海尘惠说 ：

“以前来店里吃饭的都是本村村民，客

人不多。去年‘五一’假期因为玫瑰采

摘，村里来了很多城里人，车子从基

地停到了村口，来我家饭店吃饭的人

也多了，生意比以前好了好几倍。但

也就集中假期的这几天，还是希望村

里能够打造好玫瑰花海，能像城里一

样搞搞步道、长廊、民宿等，把旅游体

验搞上去。”

思考与建议

（一）稳定嵌入地域产业链条，不

断培育市场观念。“耳闻之不如目见

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市场观念是

农村产业识变、应变并保持可持续发

展动力的关键，但好的观念培育不在

一朝一夕，需要不断学习、思考、践

行和领悟，其中市场是最好的课堂、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脱贫村发展基础

仍不牢固，不能直接放到市场像断线

风筝一样，关键是嵌入到地域产业链

条当中，稳定在市场中发展和培育。

一是基于地域产业体系“点线面”结

构，利用特色产业集群支持龙头企业

与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形成持续稳定合

作关系。二是发挥乡镇“上连县、下

连村”纽带特点，在生产、加工、物流

等环节弥补农村产业中的短板。三是

引导脱贫村发展“小而精、特而美”

的产业，既要守好收入稳定的“基本

盘”，又要不断从变化的市场环境中

获取先进观念。

（二）激发农村主体微观活力，不

断完善治理结构。“君子务本，本立而

道生。”治理结构是实现组织目标、发

挥组织效能的根本性制度。一个完善

合理的治理结构可以提高组织效率，

激发全体成员尤其是带头人的主观能

动性。脱贫村在现代企业治理方面的

概念和经验存在不足，往往采用“试

错”方式，部分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

结构制约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一

是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顶层制度设

计，加强对集体经济内部治理结构的

指导。二是在充分维护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核心利益前提下，创新探索薪酬

激励、合理利益分配等制度，充分调

动带头人的积极性。三是加大农村脱

贫地区集体经济负责人的培训教育力

度，通过培训持续提升现代化的企业

经营、管理和运营理念。

（三）持续推动技术赋能升级，不

断改进生产方式。“不日新者必日退，

未有不进而不退者。”脱贫村产业发展

必须在质量上作文章，补上技术、设

备等短板，促进产业的提档升级。考

虑客观实际和产业基础，从产业广度

而言可以在上下游适当延展，但也不

能什么都自己干、搞重复建设，要充

分利用技术提升产业中的精深度和专

注度来获取不可替代性。一是在过渡

期内，财政优化支出结构的一个方向

可放在支持脱贫村产业提档升级上，

支持农村新型经营主体采购生产设

备、聚焦技术研发、提高产品附加值。

二是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与脱

贫村新型经营主体建立紧密联系，促

进农业有关技术合作利用。三是以市

县为中心定期组织一批理论造诣高、

实践经验丰富的农业技术专家下到脱

贫村提供发展指导。

（四）围绕产业鼓励创新创业，不

断扩大带动群体。“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整体区域的大发展

大繁荣离不开普通个体创新创业所带

来的勃勃生机。创新创业覆盖面广、

吸纳就业多，带动性较强。就脱贫村

而言，基础设施等硬件得到补齐，农

民的致富意识已开启，具备了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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