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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培双带双促”南宁模式
——乡村振兴的有效范例

黄俊凯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南宁 530031）

[摘 要]在抓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南宁市通过总结脱贫攻坚经验逐步探索打造出具有南宁特色的“扶贫品牌”，

探索形成了“双培双带双促”致富带头人培育模式理论。本文基于致富带头人培育模式理论，主要对南宁市江南区同江村、

武鸣区天马村、宾阳县河田村、隆安县东安村、马山县立星村等特色产业扶贫模式展开研究，通过实际走访调查、查阅

相关文献资料、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归纳和总结，分析出南宁模式下特色产业扶贫发展的过程、结果和意义。

[关键词]脱贫攻坚；产业振兴；南宁模式；特色产业；理论

一、调研背景

2016年，经过精准扶贫摸底排查，广西南宁市共有 421

个贫困村和 40.6万贫困人口，经过全市的艰苦奋战，付出

了无数扶贫人的心血，结合“南宁理论”模式，因地制宜创

新发展特色扶贫产业，如今南宁市实现 4个贫困县（区）全

部摘帽，共计39万多贫困人口脱贫，人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人民幸福度满意度不断增加，南宁市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

实质性的胜利。

南宁市在脱贫攻坚路上，结合以往的经验，因地制宜打

造了具有南宁特色的“扶贫品牌”，逐步探索形成了“双培双

带双促”致富带头人培育的“南宁模式”理论。这一模式得到

了国务院扶贫办的肯定，使南宁市脱贫攻坚工作顺利进行，贫

困户逐步退出序列，不断脱贫。在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下，不

断有人脱贫致富，特色产业不断发展。基于“南宁模式”理论

下的精准扶贫特色产业振兴是怎样的？其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如何？这就是本文所调研的背景。

二、调研目的

南宁在扶贫攻坚上不断摸索，打造出具有南宁特色的

“扶贫品牌”，形成了“双培双带双促”致富带头人培养的“南

宁模式”理论，在这一模式下，南宁的脱贫工作取得了重大

的胜利。南宁的特色产业扶贫带动着贫困户融入产业化的链

条当中，开启“扶贫 +产业”的模式，在这个扶贫和产业

的碰撞下是否能够真正带动脱贫？通过调研可以清楚地认

识到具有南宁特色的扶贫模式理论是否真的符合了贫困村

产业发展，是否因地制宜地发展了贫困村的经济。而在这些

因地制宜的发展上，形成了哪些具有特色的产业，这些产业

又是否能够长期带动贫困村的发展，促进贫困村经济的长期

增长，这便是本文调研的目的。

三、调研过程与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笔者亲自前往了南宁市的五个县区（江南区

同江村、武鸣区天马村、宾阳县河田村、隆安县东安村、马

山县立星村）进行实地考察交流，并结合网上的资料和相关

的文献来推进本次调研。

在本次同江村的调研的过程中，笔者采取了以下两种方法。

网络调研法：笔者通过访问广西扶贫网、广西日报等有

关的网站、报刊，结合驻村第一书记发来的扶贫工作总结、

脱贫前后的情况等了解扶贫情况。

采访调研法：笔者亲自前往江南区同江村、武鸣区天马

村、宾阳县河田村、隆安县东安村、马山县立星村等 5个贫

困村，采访了当地的村民，以及现有的贫困户和已经退出的

贫困户，深入他们的家庭了解其生活情况，以了解当地特色

扶贫产业企业，通过对话了解企业发展的优势。同时接受采

访的还有同江村的第一书记和村委会成员、天马村两届驻村

书记等驻村干部，通过查看扶贫台账和他们的工作总结记录，

结合村民们的感受，使笔者得到的数据更为准确，更有针对性。

四、调研情况与分析

（一）各村基本概况

1.江南区同江村

笔者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同江村共有 11个自然坡，

主要经济来源为香葱种植、河虾养殖和外出务工。同江村的

种植以香葱、辣椒和四季豆为主，亩产年收入大约 6000元；

养殖业主要为鱼虾养殖，产值来源为村内外包的鱼塘。

2.武鸣区天马村

2015年底，通过对驻村第一书记的摸排，笔者了解到

天马村贫困原因各异。天马村是罗波镇一个偏远的小村，距

离镇中心较远，同江村的土地大多比较贫瘠，农作物得不到

很好的生长，收成差，地少山多，全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

产业形式单一，收入来源极其不固定。

3.宾阳县河田村

河田村属于山区贫困村，通过查阅河田村的数据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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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贫困人口较多，贫困发生率约为 17%。因为地处山区，

该村的产业发展不起来，产业形式单一，收入来源不稳定，

无法提供稳定的就业和富足的收入，河田村的青壮劳力大

部分外流，去往大城市赚钱谋生，只有老人、小孩留守，

劳动力弱，受教育程度低，开展工作困难。

4.隆安县东安村

从第一书记口中，笔者得知东安村是南宁市于 2015年

精准识别后确定的贫困村之一，东安村由于无就近的产业，

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年轻劳动力严重流失，许多

年轻劳动力都选择去打工来补贴家用，到年底才回家。留

在村里的大多为小孩和老人，劳动能力、知识储备低，开

展扶贫工作困难，同时也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少、林地面积多，

农户的经济收入来源单一。从村民口中笔者得知，东安村

还可能因自然灾害而影响收成，同时因为农户没有足够的

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养殖业也不成规模。

5.马山县立星村

白山镇立星村全村人口少，劳动力外流严重。通过查

阅资料，笔者得知该村全村耕地面积约为 2000亩，人均耕

地面积少，土地肥力不足，收成不足。同时，立星村处在

大石山区，种植的作物单一，因当地村民无法适应机械化

作业，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村民致富的脚步始终停滞不前。

（二）各村调研数据

为了使本次调研更具广泛性、真实性，笔者通过电子

问卷调查，对村民脱贫满意度、村民“家门口”就业满意度、

扶贫干部政策落实满意度等与本次调研息息相关的数据进

行收集（图 1），通过数据分析和实际成果展现“南宁模式”

理论的先进性、可行性。

具体调查结果见表 1～表 3。

（三）调研分析

1.基于“南宁模式”理论下的特色产业发展

同江村现有扶贫重点产业两个，分别是以香葱为主的

农产品产业和以三江坡特色旅游为主的旅游产业。香葱产

业同江村主打的特色产业，是基于“南宁模式”理论下因

地制宜发展的特色农产品种植产业。自 2016年起，同江村

在驻村书记和工作队员的带领下，把香葱种植作为本村的

扶贫特色支柱产业，积极扩大香葱种植面积，香葱种植亩

数由前几年的几十亩发展到今年的近千亩。“2017年，仅

同江村三江坡，村民们在香葱种植方面的经济收入就达到

了 416万元，2018年经济收入增长 480万元，带动周边村

屯村民种植香葱高达 1万余亩。”上述数据是南宁模式下

特色产业迅猛发展的直接体现，村民收入年年增加，脱贫

攻坚工作成效显著。

旅游产业是同江村近年来发展的扶贫特色产业，是南

宁市首个以“共享农庄”为特色的泛度假产品。资料显示，

同江村现有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古建筑很多，有小鼓岭等

众多历史文化遗址，同江村将利用现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积极打造“中国葱乡”的扶贫品牌，以此来推动同江

村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作为重点产业，驻村第一书

记李粤玲积极争取后备单位资金，开展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工程，为同江村发展旅游扶贫夯实了基础，开启“党

建 +扶贫 +旅游”消费扶贫新模式，每位参与户平均年增

收达 1000元，村集体经济增加 4000元。

天马村前任驻村第一书记韦标再通过开展党员实践活

动，大力动员党员靠前带头，带动贫困户，更新贫困户吃

拿等靠的思想。同时，天马村通过开展系列思想提升培训

村名 调查人数 /人 有效问卷数 /份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同江村 103 95 90 5 0

天马村 80 76 73 3 0

河田村 62 62 62 0 0

东安村 88 85 83 2 0

立星村 45 45 43 2 0

表 1 脱贫满意度调查

村名 调查人数 /人 有效问卷数 /份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同江村 26 26 25 1 0

天马村 35 35 33 1 1

河田村 42 42 42 0 0

东安村 28 28 27 1 0

立星村 18 18 18 0 0

表 2 “家门口”就业满意度调查

村名 调查人数 /人 有效问卷数 /份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同江村 56 55 53 2 0

天马村 43 43 43 0 0

河田村 65 65 63 2 0

东安村 71 68 65 3 0

立星村 61 61 57 4 0

表 3 扶贫干部政策落实满意度调查

图 1 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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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方式增强了基层党建活动力度，为天马村的新农村建

设、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导。

近几年来，村委干部带领群众念活了“发展经”。经

过历任驻村第一书记和村干们多方论证，结合“南宁模式”

理论，因地制宜，打造扶贫产业，引导天马村的产业能人

成立百香果种植基地，通过村委的积极宣传，带动许多贫

困村民发展百香果产业，种植面积共达 200多亩。同时，

扶贫工作队还创新产品，结合广西本地特色，开发了百香

果的系列产品，把百香果“吃干榨尽”，形成百香果、百

香果鸡、百香果酒及百香果乡村游等系列产品。扶贫工作

队还通过一系列策划、营销，扩大了百香果的宣传面，把

生态百香果系列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不仅如此，天马村

还大力发展百香果系列生态产业游，并引导村民发展养猪

等养殖业，村委干部组织企业到村里宣讲。

村委干部介绍，河田村脱贫攻坚的主抓手是坚持产业

扶贫。村委积极实践、论证，改进原有落后的工作方法，

使扶贫方式发生转变，不再让贫困户吃拿等靠，而是动员

贫困户参加生产劳动，将“输血”变为“造血”。通过因

地制宜发展河田村手工业特色扶贫产业项目，不断壮大河

田村村集体经济发展，巩固了脱贫硕果，实现农民增收，

脱贫成绩显著。

河田村同时结合“南宁模式”理论，发挥扶贫产业项目、

本地致富带头人的辐射带动作用。其中，河田村村民黄元

峰通过宾阳县的扶持，创办起自己的工艺厂——宾阳县远

峰工艺厂。黄元锋介绍道：“通过这种形式，为村民提供

便捷的就业岗位，使他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我也很高兴。”

该厂为河田村及宾阳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源动力。宾

阳县历史悠久，传统手工业发达，在推进就业扶贫的过程

中，河田村通过充分挖掘潜能，积极引导和扶持特色产业

能人发展，通过利好的政策支持，将家庭作坊改造升级成

为扶贫车间，不仅扩大了产业规模，还带动更多的人就业，

助力脱贫攻坚。不仅如此，河田村结合“南宁模式”理论，

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样的村集体经济。笔者在走访中还

了解到，河田村还利用宾阳县的专项扶贫资金与驻村企业

合作，形成规模化产业。

东安村“两委”班子基于“南宁模式”理论，寻找适

合东安村的发展致富路，村民表示，村委和区里的相关部

门合作，引进了企业，与东安村形成帮扶，因地制宜采用“企

业 +基地 +农户”的特色农业扶贫模式，带动东安村贫困

户规模养鸡，从而实现脱贫致富。同时，在东安村的宣传

材料中笔者看到这样的成效：村委的宣传和思想动员积极

带动了好几个“养鸡能人”回村就业。其中，东安村本土

人才余运欢、脱贫户余桂花通过不断学习，掌握了一系列

养鸡技术，实现了产业化养鸡，有了自己的养鸡场，一举

成为村里养鸡致富的带头人，引导很多贫困户一起参与养

鸡，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同时，东安村还继续因地制宜采用“企业 +基地 +农户”

的特色养殖产业模式，通过思想动员，让许多村民看到了

养鸡带来的红利，纷纷加入养鸡队伍。为此，村委开始想

法子、找出路。经过实践，村委和引进企业决定打造东安

村自己的特色品牌“那乡鸡”。有村民表示：“很多人都

参加了养殖，收入确实很好，现在每年可以有好几万元的

收入，我自己就养了几百只鸡。”在“南宁模式”理论的

指导下，东安村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钱袋子也越来越鼓，

贫困户走上了小康道路。

立星村通过“南宁模式”理论的一体培育创业致富带头

人和扶贫特色产业。返乡创业的潘瑞欢是致富能人，在村委

的帮助下，他流转了外托屯的土地，用于打造自己的沃柑种

植基地。潘瑞欢建立的沃柑示范种植基地，通过与帮扶公司

的合作，采取“公司 +基地 +农户”的创新扶贫经营模式，

不仅带动其他贫困户一起种植沃柑，还实现了贫困户的增收。

在探访的路上，笔者看到许多党员突击队员和服务队员，村

支书表示通过成立这些队伍，形成立星村有力的脱贫攻坚力

量，党员起表率，带动贫困户发展。通过这一系列操作，立

星村结合理论与实际，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扶贫产业。

2.基于“南宁模式”理论下的数据分析

通过图 2可以看出 2015年调研地贫困人口依然较多，

人口贫困率依然较高，村民收入来源单一。同时也可以看

出各地贫困因素不同，有的村子是产业单一，有的则是青

壮劳动力外流，还有的是因为地域限制等。各地政府、驻

村第一书记、各帮扶单位都竭尽全力集思广益发展产业。

江南区同江村在此之前只有简单的种植业，后盾单位

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通过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游产业，

村集体收入增加了 4万元。武鸣区天马村通过打造强有力

的基层党建堡垒，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实现百香果产业的

全方面利用，提供就业岗位百余个。河田村通过打造致富

创业带头人的方式，打造产业扶贫车间，改变贫困户吃拿

等靠的思想，使其主动参与劳作，实现扶贫从“输血”到“造

血”的改变，实现致富。不仅如此，各地政府都给予了支持。

（下转第 171 页）

图 2 各村贫困人口一览表（2015年数据，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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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实践建设相结合；始终坚持解放

干部群众的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始终坚持将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等党建思想。在党中央的领

导下，各级党组织努力探索农村基层党建的规律，不断创

新组织设置形式，进一步发挥了党在农村的核心领导和战

斗堡垒作用。系统地总结和梳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基础层

党组织建设的历程和经验，不仅有助于对该阶段农村的建

设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而且有助于发挥以史为鉴、

以史为镜的作用，积极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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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阳县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扶贫车间建设。马山

县通过激励模式，对取得成效的特色产业给予奖励。江南

区则通过提供公益性岗位支持，对贫困户给予帮扶。立星

村通过“南宁模式”理论的一体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和扶

贫特色产业，通过实际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扶贫产业。

在南宁市脱贫攻坚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汲取前人经验，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南宁模式”理论应运而生。各地都

继承“南宁模式”或是发扬了“南宁模式”。通过问卷调

查可以得知，“南宁模式”理论下的脱贫工作得到了受访

村民的认可，说明该理论是可行的、有成效的。

结　语

通过本次的调研笔者了解到，在南宁特色扶贫模式理

论下：同江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因地制宜发展同江村以香葱

为主的农产品和以三江坡特色旅游为主的旅游特色产业，

大大提升了同江村的经济收入水平，为贫困户提供经济来

源，降低了贫困率；天马村通过“党建带头”引领发展的形式，

积极带动党员冲锋带头，打造了特色百香果产业，不仅为

村民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还壮大了本村村集体的经济，

实现产业、收入的增收，同时通过因地制宜地发展扶贫产

业项目，不断壮大本村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成果，实现

农民增收；东安村通过引导产业致富带头人创业，成立了

东安村自己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带动东安村村民发展

特色养鸡产业，打造东安村特色产业品牌，在“南宁模式”

理论的指导下，东安村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钱袋子也越

来越鼓，贫困户走上了小康道路。

由此可见，基于“南宁模式”理论下的精准扶贫特色

产业的发展是成功的、有效的，是具有长久性的。脱贫攻

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村村有产业，村村有发展，人民收入

逐年增加。贫困人数不断减少，贫困的发生率逐步降低，

人民的幸福感不断增加，全面小康更加深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说道：“回首过去，我

们在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

大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些都离

不开无数驻村第一书记、共产党员的努力，而“南宁模式”

理论则为他们提供了理论基础，“南宁模式”理论是南宁

市有力的脱贫攻坚武器。通过了解，南宁市还将在巩固和

扩大原有的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南宁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通过研究，从扶贫“南宁模式”的理论出发，南宁市

通过实地发展，因地制宜，实现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全面小康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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