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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的源头和基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扶贫思

想的重要内容，发展畜牧业以支撑精准扶贫是民族地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选择。畜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提

升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贫困人口能够从中受益，其生产生活条件得以逐步改善。民族地区实施畜牧业

支撑精准扶贫战略的过程中，需因地制宜，树立生态优先意识，依托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智慧畜牧，从产业

兴旺的角度促进精准扶贫。民族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已经发挥了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作用，也必将为乡村振兴

与巩固脱贫的协同推进夯实基础，在此方面，甘南藏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作出的有益探索具备相当的参考意

义与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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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的整体性贫困状况

有了很大改善，7亿多人成功脱贫，占同期世界

脱贫人口总数的七成以上。党的十八大之后，扶

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也逐渐形成和确立

了习近平扶贫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1]。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扶贫思

想的核心。民族地区畜牧业支撑精准扶贫是民族

地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选择，正如习近平《在

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所

述，宜牧则牧，使贫困地区发展扎实建立在自身

有利条件的基础之上[2]。

一、畜牧业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战略
推进中的重要作用

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中，畜牧业所占比例整体

较高，因此，在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畜

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平，贫困人口能够从中受益，其生产生活条件得

以逐步改善。归纳起来看，畜牧业发展在民族地

区精准扶贫战略推进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一））吸纳和转移部分剩余劳动力吸纳和转移部分剩余劳动力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村有着数量庞大

的劳动力，伴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持续提升，大

部分劳动力开始从初级生产方式中得到释放，并

逐渐产生冗余。畜牧业的发展可以适度改善此

种情况，通过转移一些剩余劳动力，既能缓解

当地的人口就业压力，又能带动区域经济水平

的提升[3]。站在整体高度上来看，畜牧业为民族

地区脱贫所作出的劳动力吸纳贡献是不可忽略

的。仅以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省级

扶贫龙头企业天耀草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例，2018

年招聘当地农村劳动力至少百余人，平均每人

从公司取得务工费近 3 万元，总计实现贫困群

众增收 300万元左右，而且连带解决了将近 2万

农户农作物秸秆废弃的困难，并让每户获利超过

4 000元[4]。

（（二二））优化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结构优化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结构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畜牧业发展历史中，

1978年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点。整理农业部的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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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发现，我国畜牧业产业总值在1949年时

只有 33.7 亿元，到了 1978 年猛增为 209.3 亿元，

到2018年我国畜牧业总产值已经高达28 697.4亿

元。可见畜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伴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改善，该产业有望继续保持稳定提

升，增长潜力仍然很大[5]。不少民族地区通过大

力发展畜牧业实现了对精准扶贫的支撑，与此同

时，国家也非常支持民族地区养殖牛、羊、马

等，在资金、政策等方面都给出了适度倾斜，以

便鼓励贫困群众通过畜牧业脱贫致富，加强畜牧

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民族地区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6]。

（（三三））注入民族特色增加扶贫活力注入民族特色增加扶贫活力

对于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习近平强调，要

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注重乡土味道和民族

风情。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文化传统都各不相

同，适合发展畜牧业的区域往往是山区，且大部

分都是少数民族居住区。通过结合自然资源以及

传统民俗等人文景观，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

时，发展特色畜牧旅游，使扶贫的形式更加丰富

多样，无形之中增强了扶贫工作的活力。比如，

在西北民族地区，蒙、回、藏、维族等几个大的

少数民族分布集中，仍保留着很多可供体验的民

族习俗、礼仪特色，可充分利用，并开发完善沙

漠骆驼骑行、草原万马奔腾、极速刺激的滑沙滑

草等独特旅游项目。再如，武陵山区有着丰富的

草山草坡资源，筹建的半舍饲半放牧的肉牛养殖

基地，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景阳鸡、麻鸭养殖基

地实施品牌战略，既提高了贫困群众的经济收入

水平，又推广了土家族、苗族的传统风俗[7]。

二、民族地区实施畜牧业支撑

精准扶贫战略的原则遵循

（（一一））因地制宜因地制宜，，主动转变产业发展方式主动转变产业发展方式

在民族地区畜牧业支撑精准扶贫过程中，

“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就是指以民族地区已经

具有的地理条件、气候特征以及人文风俗为出发

点，选择合适的禽畜品种，采用正确的饲养方

式，使养殖更加规范、科学。不过，现阶段大部

分畜牧业养殖户均为散户，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而且在对外销售方面也一直受到多方因素制约，

在不影响当前养殖户利益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

推进民族地区的规模化养殖进程[8]。就一些民族

地区脱贫的经验来看，组织集体力量建立合作社

的方法很具有借鉴意义，其一，可以组建利益共

同体，使贫困群众拧成一股绳；其二，可以调动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积极性；其三，可以循序渐进

地扩大养殖规模。伴随着畜牧产业的逐步发展，

畜牧业应当主动转变方式，在提高产业扶贫效益

的同时，推进该产业链条的升级进步，并且可以

适当寻求与其他产业相结合，继而走向跨部门、

跨产业的综合发展之路[9]。

（（二二））加大资金投入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资金使用精准”是“六个精准”之一，对

于畜牧业支撑精准扶贫而言，启动资金是至关重

要的，这需要当地政府部门设立专项基金，为贫

困户搞养殖提供资金帮扶或者贷款优惠政策。此

举既可以缓解养殖户经济压力，同时也能充分发

挥出政府扶持资金和养殖户资金的最大效益。监

督帮扶资金发放到位，确保贫困户拿到属于自己

的政府扶持资金，有助于阳光扶贫、廉洁扶贫的

实现。以贵州市织金县为例，由于当地养殖户大

多分散经营，由养殖带头人负责养殖规划及管理

活动，国家发放的扶持资金也由其代为签领，导

致一些具备养殖能力的养殖户因不满足相关要求

而无法领取国家补助金，并且也难以独立开展养

殖活动 [10]。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打击贫困

户养殖积极性，应尽量降低贫困户搞养殖的投资

门槛，集中各户开展规模养殖，让真正需要补助

金扶持的养殖户能够领取到补助金，同时还要充

分考虑到畜牧业是典型的高风险行业，在投资预

算管理时必须准备好相应费用，一旦养殖户需要

实施其他养殖项目或者更换种畜，都能够从容应

对。当然，也可对先进养殖户给予一定奖励，以

鼓励其他养殖户积极学习，努力跟进继而形成扩

散效应[11]。

（（三三））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养殖能力提高养殖能力

习近平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

指出，要加强贫困人口职业技能培训，授之以

渔。民族地区也是如此，要想促进畜牧业支撑精

准扶贫，必须积极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方

面，全面提高民族地区农牧民的养殖水平，保证

畜牧产品质量与产量的双提升，畜牧业主管部门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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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联合科技部门或者农业类高校，经常开展科技

下乡活动，举办形式多样的养殖科普以及培训活

动，比如养殖技术讲座、养殖培训班等，引导养

殖户主动学习科学养殖知识，逐渐改善整个民族

地区的畜牧养殖技术层次。另一方面，加大资金

投入力度，建设好畜牧兽医基础设施，组建相关

人才队伍，提高疫病救治及防疫准备的工作水

平，全面规范禽畜生产、引种配种、防疫监管工

作，尽最大努力保障养殖户的利益[12]。

（（四四））树立绿色环保意识树立绿色环保意识，，普及生态养殖普及生态养殖

伴随着绿色环保意识的普及，畜牧业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关注，就民族地区贫困群

众而言，搞养殖不应该只为获得暂时的物质利

益，而是要彻底摆脱贫困并且长久发展，能够持

续增收，这就需要政府介入其中，引导农牧民牢

固树立生态优先意识，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为指

导来发展畜牧业。比如，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促进粮

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

农业部随之出台了指导性意见，内蒙古等地结合

实际已经试点并大力推广。这是一种典型的生态

养殖体系，能初步实现种养结合、以养带种、为

养而种的良性循环，从而造就一个可循环的微型

生物系统，既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立体式运作，又

创造了多重经济收益。以生态伦理学为基础，结

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民族地区畜牧业仍然有

待继续与时俱进，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理念，从产业兴旺的角度促进精

准扶贫[13]。

（（五五））适应网络时代需求适应网络时代需求，，拓宽营销渠道拓宽营销渠道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共享的时代，互联网已

经遍及到各个领域，众多群体都从当下的信息机

制中享受到了新时代的红利，这也是民族地区畜

牧业支撑精准扶贫需要引进的新方法。依托信息

技术与畜牧业深度融合，采取互联网、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打造“智慧畜牧”已成

未来趋势。这也必然要求：一方面，农牧民主动

学会熟悉使用互联网，借助网络获取养殖知识和

市场信息，生产出符合客户需求的个性化产品，

避免陷入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畜牧企业善于

利用网络平台来吸引人才和资金的加入，将产品

放到线上的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销售，打造特色品

牌，通过拓展营销渠道以提高产业效益[14]。

三、畜牧业支撑精准扶贫路径创新：

以甘南藏区为例

甘南藏区是典型的西北民族地区，近些年

来，尽管甘南藏区的畜牧业发展已经获得了明显

的进步，但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草畜失

衡、牲畜品种退化、生态环境恶化、鼠害不断、

畜牧业生产方式单一、牧草产业落后、畜牧业产

业化初级、畜牧业科研落后、草原监理执法不到

位，等等。这些问题都阻碍着畜牧业支撑精准扶

贫的进一步展开，继而影响甘南藏区脱贫攻坚大

计[15]。针对此类问题，需结合实际情况实施路径

创新，以助力甘南藏区的脱贫攻坚之战，并为其

他民族地区脱贫提供参考。

（（一一））依托科技创新依托科技创新，，秉承生态优先理念秉承生态优先理念

甘南藏区的畜牧业支撑精准扶贫要充分发挥

帮扶作用，必须依托科技创新来提供技术保障。

首先，要充实科技研发队伍，在全州范围内积极

开办有偿技术服务，允许并鼓励各事业单位的农

牧科技人员兼职兼薪，为畜牧企业提供技术咨

询、技术入股、技术承包、技术转让等服务，通

过经济效益驱动各种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农

牧业相关管理部门也应解放思想，鼓励畜牧科技

人员大胆创新，为其提供各种培训和深造机会，

为其服务于甘南藏区的畜牧业发展创造条件，并

对那些切实推动了畜牧业发展的科技人才给予实

际奖励。其次，要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大规

模地鼓励技术创新，对州县的科研、教学以及技

术推广等加大投入，以促进农牧业科研水平的整

体提高。全州要“放眼看”“走出去”，主动争取

与省内外的高校、科研院所等建立技术攻关或者

产品研发合作关系。在如何提高农畜产品的数

量、品质等方面学习最新的技术与经验，争取在

种草、草畜、加工、流通、营销以及品牌等各个

环节，获得新的突破和进步。最后，要持续完善

科技服务与支撑体系，从饲草种植、畜种改良、

暖棚养畜、疫病防治以及农畜产品加工等方面为

农牧民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扩大农牧业公益性

服务体系的建设[16]。

甘南藏区现有的贫困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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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与各类生态问题混杂在一起，在推行畜牧业

支撑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必须秉承“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优先作为促进甘南

长远发展的立足点，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甘南藏区的草场退化严重，由于农

牧民过分依赖于草场放牧而导致生态环境越来越

脆弱，农牧民的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养殖规模也

不断扩大，但草场资源是有限的，这进一步加剧

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实施土地（草场）流转

制度，既可以将草场资源集中起来，组织那些懂

技术、会经营的牧民或者合作组织搞规模种养

殖，又能够在草场流转之后，让之前就已经外出

务工或者本身不以放牧为生的农牧民获得一部分

稳定收入，兼顾了经济收益和生态效益[17]。坚持

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国家和省上规划相结合的

原则，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

之路，贯彻甘南州的“五大生态”战略。要通过

落实生态项目的建设，如建设公益林、退牧还

草、退耕还林还草、保护天然林、治理草原沙

化、防治山洪地质灾害，循序渐进地改善甘南藏

区生态环境。

（（二二））聚焦重点任务聚焦重点任务，，着力产业转型升级着力产业转型升级

要把握好甘南藏区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规划

提出的主要任务，全力解决超载过牧的问题，进

一步缓和草畜冲突；积极开展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与修复工作；持续完善饲草料基地建设，奠定畜

牧业发展的基础；继续开展良种繁育和种植保护

工作，全面提升牲畜的生产能效；构建专业化发

展布局，实现畜牧业发展的产业化；加强配套的

基础设施建设，为畜牧业发展创建良好的外部环

境；积极开展鼠类天敌驯化的生态控鼠项目；引

进新的草原动态监控技术，提高监测服务水平；

推进标准化生产，创建品牌效应等。全面推进甘

肃省委“1+8”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

实施意见，全面贯彻甘南全州“1+17+1”的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方案，通过“五个一批”“十件大

事”等提高甘南藏区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到

2020年彻底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在全面脱

贫的基础上创建和谐藏区[18]。

甘南藏区畜牧业产业链条只有转型升级，才

能适应日益剧烈的市场竞争，兼顾经济效益和帮

扶效益，完善“造血功能”。这就需要遵循因地

制宜与科学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充分利用区

域内的草原、气候、牲畜等资源禀赋，又要积极

促进畜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现代化布局。具体从

三方面入手：首先，要坚持区域布局的优化，始

终以牦牛藏羊为重点养殖项目，在改良种畜的同

时优化畜群结构。要坚持甘南藏族自治州高原特

色农牧业发展规划对于未来方向的设计，建设牦

牛繁育产业带、犏牛繁育产业带、犏雌牛（奶

牛）养殖产业带、藏羊繁育产业带、牦牛藏羊育

肥产业带、河曲马与河曲藏獒和商品猪基地，此

外畜牧业还要注意与藏区的特色种植业相结合，

拓展深加工范围，拉长产业链条，以促进区域产

业的协同发展。其次，要对当前畜牧品种生产效

能低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解决，引导农牧民树立市

场意识，根据市场的需求导向来养殖和生产高性

价比的畜牧产品。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养殖品

种生产效能低的问题，必须开展有效的品种改良

工作，可以向省农科院以及甘肃农业大学等寻求

帮助以获得技术支持。最后，要放宽眼界，使畜

牧业与其他产业共同发展。畜牧业的发展不应该

是独立的，仅仅靠发展畜牧业来达到支撑精准扶

贫的目标也是不现实的。除了畜牧业之外，甘南

藏区本身有着丰富的产业资源，如特色种植业、

旅游业等，这些产业都可以与畜牧业融合起来实

现协同发展，或以“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

的发展模式开展特色深加工，打造藏区特产，或

以旅游扶贫的思路鼓励农牧民发展农家乐、牧家

乐、藏家乐，为游客提供养殖放牧的体验服

务[19]。总而言之，走集约化的道路，使各个产业

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更有利于统一管理和

监督，并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三三））增强内源动力增强内源动力，，构建大扶贫格局构建大扶贫格局

习近平提出，治贫先治愚，要注重扶贫和扶

志、扶智相结合，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

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要把发展教育扶贫

作为治本之计，确保贫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

的基础教育，具备就业创业能力，切断贫困代际

传递，这也是甘南藏区农牧民提升“自我发展能

力”所需的内源动力。然而调研发现，部分农

牧民至今仍然深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对孩

子接受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自 2012 年以来，

甘南藏区基本实现了从学前到高中的15年免费教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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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九年义务教育的巩固率尚未达到 100%，高

中阶段的毛入学率仍偏低，以2018年为例，全州

共计 5 624名中小学生一度被家长要求辍学，经

过动员后劝返就读[20]。为更好推进国民素质教

育，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提高教学效果，甘南

藏区结合实际情况，从1954年就开始采取了藏汉

双语教学的措施，然而藏汉双语中小学所占比例

依然不高，而且师资数量较为短缺。尽管甘南藏

区在甘肃全省部分经济指标摆脱了垫底的局面，

但职业培训、义务教育、医疗资源等公共事业发

展相对滞后，社会发育程度偏低，这些因素综合

起来使得甘南藏区人民群众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

仍有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全面小康的冲刺

速度[21]。

习近平曾多次强调，扶贫开发需坚持社会动

员，凝聚各方力量。甘南藏区要通过发展畜牧业

支撑精准扶贫，政府方面需营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即在配套项目建设上持续创新，为畜牧业

的产业化发展提供稳固而长久的外部助力。包

括：持续完善基础交通设施建设，从村到市到

省路路通，打通“最后一公里”；为保证道路通

畅，整合水路，优化公路，开通航路，要突出交

通网络的立体型，集水陆空于一体；投建信息工

程，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投入，加强互

联网信息建设，促进大数据平台的建成和使用，

使“数字甘南”以全新的面貌服务于群众。这些

配套项目建设，既能拓展甘南乡村地区的发展空

间，推动城乡一体化，又为畜牧业“走出去、引

进来”提供了外部条件，其意义长远而深刻。要

本着以人为本、解决问题、为民谋利的根本目

的，根据市场需求导向来养殖和生产高性价比的

畜牧产品，在各项改革持续深化的过程中，要着

力于构建一个前后衔接、梯次循环、纵横联合的

良性互动局势，以保证改革红利惠及各个领

域[22]。畜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金融政策的支持，

政府应主动与社会资本建立合作关系，如此可

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分散风险。

与此同时，伴随着“一带一路”渐次展开的布

局，甘南藏区需充分利用与天津的对口支援关

系，积极拓展对外开放的格局，借助外力构建扶

贫大格局。

四、结语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导下，我国的扶贫攻坚工作已取得巨大成就。截

至 2019 年年底，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年的 9 899万减少到 551万，累计减少 9 348

万，贫困发生率从 10.2% 降至 0.6%，还剩 52 个

贫困县、2 707个贫困村没有脱贫，其中“三区

三州”的深度贫困人口只剩43万，贫困发生率降

至 2%[23]，成绩单异常靓丽。民族地区畜牧业的

发展已经发挥了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作用，也必

将为乡村振兴与巩固脱贫的协同推进夯实基础，

在此方面，甘南藏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作出的有

益探索具备相当的参考意义与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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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upportive Role of Animal Husbandry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FU Yu-xin1 CHEN Dong2

(1.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2.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Marxist anti-poverty theory is the source and found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TPA) in

the new era. TPA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Supporting TPA by developing animal husbandry is a choice for ethnic minority are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ose area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benefit their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and gradually improve their production

as well as living condi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strategy should be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with priority given to ecology.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should be employed to

build intelligent animal husbandry so as to advance TPA through industrial prosperity.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acilitating TPA and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ro-

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Gannan Tibetan areas have made some beneficial ex-

ploration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which are of considerabl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Key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imal husbandr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daption to lo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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