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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产业扶贫对于推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带动贫困地区整体发展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推动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是产业扶

贫的重要举措,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与开发的程度、深度与涉及产业发展的各类生产要素的组织水平和组织模式密不可分。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县产业扶贫在组织形式方面进行和大胆的创新和实践,推动着产业扶贫的深入发展。然而,笔者通过对全县产业发展调研发现我县通过大

力培育发展长效产业至今,部分产业发展存在效益不佳,产业扶贫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如何培优做强优势产业,助力精准扶贫,笔者提出了几点

粗浅的建议。 

[关键词] 产业扶贫；问题；建议 

 

1 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助推脱贫攻坚的重要性 

从“五个一批”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优先摆位,到乡村振兴的

“五个振兴”中“产业振兴”的首要地位,都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

发展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脱贫也要致富,产业扶贫

至关重要,产业要适应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完善。”同年7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把培育产业

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这些重要论述,把准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根本,指明了决胜全面小康的方向。发展产业既是带动群众就业、促进群

众增收 直接 有效的路径,更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 有力

可靠的支撑。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

坚战的制胜法宝,将贯穿其中的科学思维方法运用到工作实践之中,统

筹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抓好产业扶贫这个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统筹推

进产业振兴。 

2 目前我县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2.1产业发展缺乏规划,项目论证不充分。在XX镇金银花项目上,全县

在2012年发展了15个乡镇,目前无一个乡镇还有该项目的存在,就XX金银

花项目看,当时群众讨论一句话,没有科学论证。后来,因金银花受市场影

响太大,开始规划时期望值太高,从亩产值9600元的期望值变为不足1000

元。同时,金银花管理成本和采摘劳动强度上都让当地群众感受到不如种

传统的农作物。因此,栽种第三年,原本品种和成活率都高的项目,老百姓

直接毁掉,导致国家审计该扶贫资金时指出“成活率低,效益不好”。同

样,XX花椒项目在接受审计时被指出“成活率低,项目论证不充分”,辣椒

对土壤、水分、空气、温度适应性较差,气温急剧变化、空气中有害气体

积累、湿度过大、药害、土壤干旱、水涝、枝叶郁闭、透光不良等因素都

能使叶片变黄或浅褐色,叶柄生成离层而落叶,特别是花椒树的耐用寒能

力较弱。然而,在XX乡海拔高度接近1000米的地方种植一定是论证不充分,

导致后期成活率不高,产业发展失败。本来农业产业就是属于“三高一低”,

科技含量要求高、受外界自然气候影响高,产出及市场风险高、回报率低。

因此,项目在规划时一定要准确,论证必须充分。 

2.2产业基地基础设施不完善,投入成本大。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排灌沟渠和蓄水设施不配套,进出基地的机耕道路缺乏,生产作业便道

不畅,严重影响农产品的生产和运输。导致耕作成本过高。我县多数地块

属于“鸡窝地”,多数地块无法实现机械化作业,并且高中低海拔分布明显,

导致产业的碎片化比较严重,修建产业便道的成本高。比如,XX油茶项目,

总布局1100亩左右,在田间管理,除草、上肥、培土全靠人工作业,田间管

理的滴灌上肥设施、产业便道修建成本高,基础设施投入高,修建不完善。

后期管护成本高,导致本身见效都很慢的油茶项目,后期管护脱节。 

2.3优质产业单品量小,产业链条延伸不够。前年以来,我县强力推进

产业结构调整后,全县的产业优势有所彰显。但是,农产品储藏、加工、运

销能力滞后,初级产品、粗加工、低附加值产品多,精深加工、高附加值产

品少；其次,农业龙头企业少且实力较弱,全县仅有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83家,深加工企业产品研发和投产能力不足,带动贫困户增收困难。当然主

要原因是,我们优质的农产品的产量不多,如XX镇油茶项目,本来油茶项目

是特色优质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前往调研河南省光山县时还专门视

察司马光油茶园,可见油茶项目的发展优势。但是,就XX镇1000亩油茶项目

来说,不多又不少,建厂成本高,不建厂产业附加值又不高。类似这样的项

目,在全县没有形成一盘棋,乡镇(街道)各自为政,缺乏统筹意识。 

2.4农村劳动力短缺、原产地组织生产环节呈现危机。农业兼业化、

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突出,农业现代化与青壮年劳动力紧缺,专业

型、复合型的农业人才更是“一将难求”。“谁来种地、如何种地”已成为

亟待破解的一大难题。随着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留守在家的妇女、老人

不得不种“省事田”、“懒人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耕地。去年,我对于

XX乡的辣椒产业做了调研,从种植面积看,全乡实际辣椒面积从2014年

4550亩,2015年3200亩,2016年2430亩,2017年的1930亩,2018年1720亩,从

种植人员看,2018年种植人员672户,其中,40岁以下种植的有2户,40岁到

49岁的有129户,50岁到59岁177户,60岁到69岁的有235户,70到79岁的有

126户,甚至还有3个户是80岁以上3个户的种植了6亩。由此可见,尽管辣椒

收购价格一年不一年高,但是作为要用11道工序种出来的辣椒产业,将面

临着越来越少的人再种下去。 

3 关于我县大力培育优势产业的几点建议 

3.1产业布局须落实规划先行,论证要充分。在项目发展过程中,不仅

要争取群众意见,政府部门必须充分论证,要找专业的行业部门做好可行

性论证,实施方案制定科学,操作性强。同时,全县要形成一盘棋,县上在做

产业时,要多省市对比调研,行业主管部门发挥好参谋长,指挥棒作用。 

3.2注重招优引强,积极培育引进龙头企业。一是积极培育壮大本土农

业企业。围绕木本中药材、有机茶叶、柠檬产业鼓励县内农业龙头企业扩

展和做大现有基地规模。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围绕有机茶叶、皱

皮木瓜等实行一企一策,有针对性的“点对点”“面对面”精准招商。三是

资源各方整合,落实好土地、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实现齐抓共管

产业大格局。 

3.3加大扶贫带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农业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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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企业平均寿命不到6.8年，小微企业寿命平均只有3.7年；小微企业从业人员众多、是社会 基层的经济组织、为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是什么原因造成小微企业的短命呢？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环境、战略、人才、

资金、制度、技术等等。但调查发现，很多的小微企业并不是因为生存的原因而倒闭的，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合伙人之间出现了矛盾、企业组

织出现了问题而倒闭。追根溯源，如何完善合伙制、如何打造自我更新、自我强化的股东组织，是小微企业基业长青的根本。 

[关键词] 企业的社会发展；生命周期；发展要素；治理格局 

 

1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的历史文化 

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

从手工作坊到流水线，不断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企业是社会

的基本经济组织，他按一定方式组织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社

会经济活动的基础。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社会化分工越细。当今社会

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要想做点事，要么加入

一个组织、要么创建一个组织，用组织的力量去实现我们的愿景。 

中国人、两千年来文化的积淀、很多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基因。“生

意好做，伙计难搁”的谚语充分说明了合伙做事的难度；兄弟式合伙仇人

式散伙成为很多企业的真实写照。中国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思想，也极

容易分裂组织、另起炉灶、另立山头；但山头太小就容易被消灭。这也是

小微企业生命力不长久的 主要原因。 

2 组织的生命周期 

根据组织周期理论：每个组织都经历一定的生命周期，一般来讲有四

个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老期。 

初创期：是指组织的创立初期，这段时期明显的特征是：兴奋、对未

来充满憧憬、对组织成员的缺点呈显极大的包容性、对组织成员的优点扩

大；有人也把这个时期称为亢奋期、还有人把这段时期比喻为组织的春季

或蜜月期。 

成长期：是指组织经过蜜月期后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的特征是：对

组织成员的缺点扩大，对优点熟视无睹、包容性下降；组织中充满抱怨、

恼怒、消极的工作氛围；对未来的前景没有信心，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感

下降。有人把这段时期也称为混乱期；也有人把这段时期比喻为组织的夏

季或危险期。在这个季节、有狂风有暴雨、甚至还有冰雹，很多小微企业

组织都是在这个阶段倒闭的。 

成熟期：就像婚姻一样，渡过了三年之痛七年之痒，婚姻的牢固性就

会明显增强。在这个时期：大家的心绪都会慢慢沉静下来，对组织成员的

优点和缺点也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包容性增强。组织愿景更加客

观真实，组织成员之间信任感增强。也有人把这段时期比喻为组织的秋季，

秋天如人到中年：少了一份轻狂、多了一份沉静；没有了鲜花而拥抱了果

实；秋天让我们拥有了一份“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

天上云卷云舒”的淡定。 

衰老期：就象没有长生不老的人一样，也没有永生的组织。当组织发

展的一定阶段以后，也会象人样老去。我们不要试图去改变这种规律，更

重要的是去尊重和享受这种规律带来的美好经历！冬天来啦，春天还会远

吗？当一个生命老去的时候，另外一个生命就要涎生了！所以我更喜欢把

这个时期称作转型期。 

3 现代企业发展三要素：领导人、战略、执行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企业首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中国伟大的企业

家之一史玉柱先生曾说过：不盈利的企业是不道德的。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马云先生也说过：企业的第一战略是生存！今天很难、明天更难、后天很

美好；可惜明天晚上你倒闭了，就不能看到后天的太阳！ 

改革开改三十年、中国企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过了一个翻天

覆地的历程。很多企业在兴起消亡，有一点正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所认同：

现代企业发展三要素：领导人、战略、执行。 

领导人：是起带头作用，指导被领导者朝既定的目标前进的人，是

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运用权力向其下属施加影响力的一种行为或过程。

在任何组织中都必须有一个 高领导人，雁、无头不飞。领导人是带头

大哥、是旗帜、是灯塔、是领路人。领导人的战略眼光、管理思维、人

格魅力、心胸格局、整合资源的能力，是组织能否取得 终成功的决定

性因素之一。 

战略：战略是通过定位，以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为目的的一系列基于

配称的协调的行动。原来的企业管理理论认为：细节决定成败；现在的企 

撑,围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以“股份

农民”为核心,大力推进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多形式开展“合股联营”,

因地制宜推进土地经营权入股、土地流转、订单生产等多种经营方式。在

选择合作经营主体时,基层村支两委、乡镇(街道)干部、驻村工作队以及

贫困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甄别,在充分考量经营主体诚信度以及生产状况的

基础上,优中选优,确保“企业+农户”双获利。 

3.4树立品牌,持之以恒争特色示范县。坚持不懈主要围绕全县“3+3”

特色农业产业,特别加大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中的干鲜果、中药材、休闲乡

村旅游等长效增收产业和调味品、有机蔬菜、生态养殖等特色产业。杜绝

“猴子搬包谷”,全县要将农业产业提升到10年规划甚至20年规划,一届政

府接着一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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