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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宁夏西吉县贫穷现状和田坪乡燕李村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全赠半返”养殖模式，并

通过这种养殖模式实施效果的分析，探讨出了 6点启示，用于指导同类地区贫困户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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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西吉县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西麓，是革命老

区，宁夏人口第一大县，国家和自治区扶贫开发重

点县。现辖 3 镇 16乡，296 个行政村，4 个居民小

组，总人口 50.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45.6 万，回族

29.4万，分别占 89.6%和 57.8%。全县总面积 3 130

km2，耕地 11.6万 hm2。西吉县以“苦瘠甲天下”而闻

名天下，曾被联合国确定为“不宜人类生存地区”。

提出“全赠半返”养殖模式的燕李村位于宁夏西吉

县田坪乡西南部，距县城 49 km。全村辖 7个自然

村，户籍人口 259户 1 129人，常住 156户 716人，

其中建档贫困户 100 户 496 人，占常住人口的

69.3%。耕地面积 1 046 hm2，其中水平梯田 113 hm2，

坡耕地 933 hm2，人均耕地面积 0.92 hm2。主要经济

来源是务工和粮食作物种植，2014年驻村帮扶时人

均纯收入 3 800元 /年。

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一是自然条件差。燕李

村自然条件差，山大沟深，耕地零碎，坡地多平地

少，生态脆弱，水土流失严重，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干旱少雨，靠天吃饭。二是资源匮乏。该村缺乏可供

开发的支柱型产业资源，农业生产以种植马铃薯、

玉米、小麦和杂粮为主，只有少部分农户饲养少量

的牛、羊、猪等家畜。三是教育程度低。该村高中文

化程度仅 28 人占 2.5%，初中文化程度 172 人占

15%，小学文化程度 215人占 19%，受自然条件制约

和传统文化影响，缺乏发展的思路和内生动力，接

受新知识慢，缺乏致富技能。四是劳动力不足。村里

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守老人

儿童居多，缺乏劳动力，更缺乏有知识的劳动力，严

重影响家庭和集体经济的发展。

2 养殖模式

1）养殖模式设计背景。2014年，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政府从区、市、县党政事业单位抽调人员对

全区整村推进贫困村进行帮扶。宁夏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定点帮扶西吉县田坪乡燕李村。该厅选派

了一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基层工作经验丰

富的业务骨干驻村开展定点帮扶工作。在深入调查

研究基础上，结合帮扶村实际，创造性地设计并实

施了“全赠半返”养殖模式，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致

富，取得良好效果。西吉县将“全赠半返”养殖模式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全县扶贫工作中进行了推

广。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崔波在西吉县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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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蹲点调研“三农”工作期间，对“全赠半返”产业帮

扶模式给予充分肯定，指示自治区有关部门总结人

社厅定点帮扶做法，做好宣传推介。2016年，西吉县

出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施意见》推行“全赠半

返”等扶贫模式，推动扶贫工作深入开展，同时，宁

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办也将“全赠半返”养殖模式上

报国务院扶贫办在同类贫困地区进行推广。

2）“全赠半返”养殖模式。设计“全赠半返”养殖

模式，目的是在资金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让更多的

贫困户实施养羊项目，逐步形成以养羊为主的致富

产业。燕李村“全赠半返”养殖模式设计时限为 3

年，每年实施 1期，每期扶持 30户贫困户，每户赠 8

只母羊和 1只种公羊。赠予第 1期养殖户 8只基础

母羊，1年后按赠予母羊数的一半 4只母羊返给第

2期养殖户；赠予第 2期养殖户 4只基础母羊，再从

第 1期养殖户得到返还的 4只达到 8只，1年后第

2期养殖户按赠予母羊数的一半 4只母羊返给第 3

期养殖户；再给第 3期养殖户补充 4只基础母羊达

到 8只，1年后第 3期养殖户将赠予母羊数的一半

4只母羊返给村集体，由村集体用于扶持和壮大集

体经济。“全赠半返”养殖模式赠予的基础母羊可

“两年三产、一年三羔”，依此推算，每家养殖户至第

2年末可拥有 77只羊，从第 3年开始每年存栏 40

只基础母羊，可出栏约 120只羔羊，经济收入可达 6

万元。

3）养殖模式实施效果。截止 2016年 5月，该村

实施“全赠半返”养殖模式的 85户养殖户已全部实

施完毕，3期共投放基础母羊 540只，种公羊 85只。

考虑到 3期刚实施，仅就前 2期来说已产羊羔 1 489

只，羊只总数达 1 939 只，按平均每只羊目前市场

价 600元估算，前 2期 60户增加资产 116.3万元，

户均增加资产 1.93万元。“全赠半返”养殖模式不但

可以解决经济下行带来的“打工难”问题，实现农民

不离土创收，同时使老人得到照顾，孩子得到关爱，

村民们活得更有尊严。

3 启 示

经过 3年的不断摸索和实践，大多数贫困户已

纳入“全赠半返”养殖模式，使他们在经济和生活上

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

启示。

1）符合村情，体现民意。“全赠半返”是在详细

了解村情、民情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当地实际状况，

反复研究与论证、咨询有关专家之后设计的模式，

随之制定了分期实施方案，充分体现了最广大村民

的意愿。

2）投资小，见效快。该模式的特点是所需资金

少，少量投入就可以启动项目。第 1期启动后，后 2

批需要的资金是第 1期的一半。这样每批养殖户得

到 8只羊，可达一定的养殖规模，繁殖速度快，村民

短期内可发展成规模化养殖。

3）签定合约，相互监督。为使项目顺利实施，人

社厅与田坪乡政府签订了委托协议，再由乡政府、

村委会、相邻两批养殖户签订四方协议，详细规定

了各方的责任和义务，约束养殖户按合同履责，合

同各方之间相互监督。

4）循环发展，逐步壮大。该模式是在 1期养殖

户壮大的基础上，带动发展 2 期养殖户，以此类推

在 3期养殖户壮大后再扶持村集体经济。农民通过

农作物秸秆喂羊，羊粪肥田，肥田增产，生产更多的

饲草，养殖更多的羊，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经济。

5）指导培训，跟踪服务。设计推广“全赠半返”

养殖模式以来，先后 4次聘请新西兰著名畜牧专家

蒂姆·哈维和区内杨奇博士等专家学者 15人（次），

采取集中授课、现场指导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讲解

科学饲养、疫病防控、青贮饲料等养殖技术，同时推

广羔羊早期断奶补饲和分群饲养等技术，使农户养

殖方式逐步得到改变。同时专门设计了相应统计表

格，全程跟踪养殖户的羊只饲养、繁殖以及出栏状

况，不断与村民交流，分析并解决养殖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评估项目效果。

6）形成产业，脱贫致富。“全赠半返”养殖模式，

旨在打造一种增收和致富的产业。为使每家贫困户

发展一项增收产业，通过该养殖模式引导村民实现

规模化养殖，逐步培育成可持续发展的致富产业，继

而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通过产业发展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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