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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把“5+”资产收益帮扶扶
贫模式复制推广到全国越来越多

的地方，造福着更多的贫困百姓，

受到多方关注。

国务院扶贫办相关负责同志

深入内乡县调研后指出，该模式遵

循市场规律，通过政府主导，引入

共享经济理念，使贫困户以抱团发

展的方式，联结到优势行业、优势

产业、优势企业、优势资产，避免了

个人养殖缺乏经验、技术和管理的

弊端，规避了风险，实现了多方共

赢，且持续周期比较长，可有效防

止‘返贫’，涵养贫困户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经济基础，是精准扶贫的创

新模式。

中国社科院相关部门领导在

深入内乡县调研后指出，贫困户

通过获取金融资源，与优势企业

合作形成资产，同时以企业的资

本优势加政府增信形成有效风险

隔离，从而使贫困户稳定分享优

势 企 业 成 长 的 红 利 ， 这 就 是

“5+”扶贫模式的逻辑，有形之
手遵循市场规则办事，效果是多

方共赢的，因此也可以说是共享

经济理念在扶贫领域中的运用。

所以在理论上，凡是有优势资

本、优势企业存在的地方，这种

模式就可复制。

而牧原扶贫的“大格局”，不

仅仅体现在扶贫“版图”的扩

张，还表现在他们建立“防返

贫”机制，全力帮助贫困村增加

集体经济收入、支持贫困县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探索实践上。

内乡县余关镇黄楝村曾是个

典型的贫困村，交通不便，信息

闭塞，没有经济支柱产业。牧原

2009年在这里建设养殖基地后，
投资3000多万元积极支持该村整
合土地资源、搞好整体搬迁，并

扶持发展万亩薄壳核桃现代农

业，增加集体和农民收入。

黄楝村在牧原支持下，绿色

支柱产业迅速崛起，集体经济显

著增加，不但摘掉了贫困村的帽

子，而且各项公共服务应有尽

有，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明村”、

首批“全国最美丽乡村”。眼下，

两条柏油路穿越该村，清澈的岱

军河水潺潺环绕着现代农庄，薄

壳核桃已进入盛果期造福着百

姓，一年四季都吸引着城里人前

来采风和休闲旅游，而在企业就

业的该村310名农民已成为熟练的
养猪产业工人，每年每人可获得5
万元左右的稳定经济收入，带动

他们的家庭步入小康生活。

从2017年第四季度开始，牧原
与内乡县政府结合，围绕“龙头企

业+金融+资产（股权、有形资产）”
的“3+”模式，开展贫困村集体经济
增收新的探索实践，用内乡县长杨

曙光的话说，就是要“把村两委建

设成一支永远不走的‘扶贫工作

队’”。

牧原积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支持贫困村成立集体股

份经济合作社，把集体未承包的土

地、集体建设用地及其他村级经营

资产注入合作社，利用县财政为每

个合作社注入的20万元启动资金
和各合作社向金融机构贷款的80
万元，入股牧原旗下的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按年化 10%收益分红，确
保每村除去支付贷款利息后前四

年每年净收益 6万元；在县财政
每年为88个贫困村各安排20万元
偿还银行贷款、四年还清后，每

村每年可直接获得净收益 10万
元。今年 1月，已为每村分红 1
万元。

“增加贫困村集体收入，可使

村党支部、村委会有实力组织带

动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内

乡县委书记李长江对增加全县贫

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充满期待。牧

原主抓该项工作的副总经理曹治

年表示：“我们将在加大复制推广

‘5+’扶贫模式的基础上，积极复
制推广增加贫困村集体收入的办

法到更多贫困村，确保贫困村有

实力组织建设富民支柱产业，实

现长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

丰收’。”

探索实践支持贫困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无疑是牧原“大格局扶

贫”的一招新棋。

为支持贫困县涵养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牧原利用

和自己养猪主业配套、遍布全国

的上下游产业，在河南内乡和内

蒙古奈曼等地建设“农牧装备产

业园”，制定优惠合作政策，致力

于把全国各地的200多家主要产品
生产供应商就近吸纳入园，建设

扶贫项目，拉动相关产业发展，

带动贫困户就业，增加县域经济

实力。目前，已累计吸纳各类入

园项目23个。仅内乡农牧装备产
业园就吸引11家企业入驻，共投
资 22.5亿元，建成达产后可实现
产值50亿元、利税5亿元，吸纳
用工10000余人，已有寅兴农牧、
南阳现代、梨威风机等多个项目

建成投产。

在全国各地，牧原还利用企业

生产大量环保有机肥的优势，联合

县乡政府培育发展有机、高效农业

产业。在内乡县，多年前就将自己

建设的近百个温室大棚、冷棚无偿

提供给贫困农民经营，企业负责提

供种苗、技术和有机肥，并负责产

品销售，收益70%归贫困户，使该县
灌涨镇刘营村等周边50多户贫困
户 靠 此 带 动 而 稳 定 增 收 、脱 贫

致富。

215亿多元投向55个贫困县已惠及30万贫困人口—

富 有 家 国 情 怀 的 牧 原 扶 贫
在眼下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作

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牧原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秦英林准备提交多份

建议，其中有推进贫困地区教育信

息化，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推进畜禽养殖资

源化利用，建立大农业可持续发展

新格局；推广畜牧养殖保险，减少

养殖户损失，保障餐桌安全等建

议，都与扶贫有关。

在“十三五”以来的脱贫攻坚

中，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牧原）激情跨越13个省（自治区）
55个贫困县，完成生猪养殖扶贫产
业投资215.16亿元，并已向105600
户贫困户分红1.65亿元，直接惠及

30万名贫困人口，直接带动2256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去年9月，
牧原董事长秦英林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奉献奖”，企业荣获全国“万企

帮万村先进民营企业”荣誉称号。

牧原是26年前创立于河南省
南阳市内乡县的“三农”企业，主业

为生猪养殖，目前集约化养殖规模

居全国前列。从创业之初起，秦英

林就把扶贫帮困作为自己的初心

和使命而执着践行，赢得了政府支

持、百姓满意、社会欢迎，使牧原担

当成为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口碑

而影响深远。让我们走进牧原，去

聆听秦英林和牧原儿女们“大格局

扶贫”的故事。

牧原对社会责任的主动担当

不是一天半天，而是一种深入企业

骨髓的文化内核，伴随着企业执着

前行的足迹。

时间回溯到9年前，那是2009
年麦收时节，企业所在地内乡县周

边几个县市阴雨连绵，小麦发芽，

粮食部门无法收购，市场无人问

津，政府忧，担心无粮不稳引发一

系列社会矛盾；农民愁，害怕生产

生活困难。

“请政府放心，这芽麦我收，我

全收！”关键时刻，牧原董事长秦英

林出现在内乡县政府常务会议上，

立下了军令状。企业当时刚刚摆

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也没

多少积累，还要扩大再生产，但此

时此刻，“农民的利益大于天”。他

们倾企业所有，又贷款2亿多元，租

赁仓库，敞开收购，无论是内乡县

的，还是周边县市的，甚至是湖北

省老河口市的农民们，送来的芽

麦，他们全部现款收购，并且按当

年国家规定的小麦收购最高价

收购。

但当牧原把收购的芽麦做成

饲料后，猪吃了1天就不吃了……
企业10多年的创业成果即将毁于
一旦……秦英林带领相关部门加

大科研力度，增加生产工艺，把芽

麦加工成颗粒状的干饲料，解决了

猪不吃这一难题。

收购芽麦，也让企业多了一些

思考。

勇于担当，扶贫帮困，是企业

永久的文化主题，但要更好地坚守

和弘扬这一文化，必须先做好自

己的事业，让自己有足够大的实

力去承担社会责任。于是，组建

一个专门机构研究并承担实施社

会责任落实的决策随即出台，“社

会责任部”就这样诞生，担当起企

业扶贫帮困、教育捐助等社会责

任。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

企业承担社会公益捐助累计达

2.56亿元。
“十三五”初期，当党中央号令

实施脱贫攻坚战略时，牧原决策层

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发挥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资源优

势，去助力脱贫攻坚。

他们认为，担当脱贫攻坚重任

是企业神圣的政治责任，是企业

听党话、跟党走的具体体现，是

现代企业家国情怀的抱负施展，

但仅靠社会责任部是难以完成脱

贫攻坚这一宏大历史工程的。于

是，他们在国家还没有具体安排

企业帮扶贫困地区时，就在第一

时间抽调行政、融资、项目、社

会责任、建设等部门的精干力量

组成“扶贫办”，统揽企业扶贫工

作。扶贫办很快制定出产业帮扶

扶贫方案，决定优先选择在国家

和省级贫困县加大扶贫产业发展

建设力度，着力把养猪产业建设

成惠及千家万户的扶贫大产业。

他们制订出严格考核的方式方

法，像企业考核利润目标一样，

将企业扶贫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管

理，强化对各子公司扶贫工作的

监督、指导和考核，并实行重奖

重罚，有力推动了企业的扶贫工

作。仅在2017年度考核中，就对
扶贫成绩突出的19家子公司颁发
奖金510万元。

去年寒假放假前，牧原拿出

1500万元对企业所在的12个省59
个县的 476所小学的 76354名学
生发放了学习用具；对 7省 12县
贫困地区的 82所学校的 1003名
优秀教师颁发了牧原教育扶贫基

金奖励。

牧原在企业仍在爬坡攻坚的

12年前就成立了牧原教育扶贫基
金，面向企业所在地的中小学开展

教育扶贫，并将企业绩效管理核心

理念导入教学管理体制中，每年对

企业所在地优秀教师进行奖励，并

累计捐助贫困大学生7510名。
如果能为每个贫困户培养出

一名大学生，就能实现从“扶贫”

“防返贫”到“斩断穷根”的战略转

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贫困代际传

递的问题。秦英林说，目前，企业

正将“教育基金”“绩效管理”教育

扶贫的做法复制推广到全国越来

越多的地方。

“创造价值，服务社会”是牧原

的文化灵魂。随着产业的不断扩

大和完善，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

不断提升，而创造价值越多，担

当的社会责任也会越多。

牧原已制定出扶贫和财富分享

的战略目标，在未来3年内，在国
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完成扶贫产业投

资200亿元，带动20万户贫困户、
60万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让企业
所在地的老百姓因牧原而早日致富

奔小康，让他们的子女因牧原而能

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让他们的老人

因牧原而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无论企业做多大，都是社会

的，因为企业的发展是整合了社

会方方面面优势资源的结果，这

就决定了企业发展必须和社会发

展融合在一起。秦英林表示，牧

原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在

国家和地方党委政府脱贫攻坚和

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框架内创新

思维，寻求更大作为，让牧原扶

贫模式的“倍增效应”越来越

大。累累累8
（徐海林）

今年春节，河南省南阳市内乡

县余关镇黄楝村刚刚“摘帽”的农

民王彦会一家三口真正品尝到了

春节的幸福味道。

“俺过去过年都想买两条鱼，

应个吉利，但总因为没钱，已好多

年春节都没买过鱼啦！今年，俺

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看看，这猪

肉、羊肉、鸡、鱼样样都有……”新

春走基层的记者今年春节期间，

在河南省内乡县余关镇黄楝村见

证了王彦会一家欢乐祥和过春节

的情景。

王彦会一家三口，自己身体不

好，干不了重活，妻子智障，女儿还

在上小学，尝尽了生活的艰难。

2016年，当地的牧原联合政府推出
的“5+”养殖扶贫全覆盖扶贫模式，
让王彦会成为合作社的“股东”而

享受到了可连续 10年、每年分红
3200元的稳定收入，而且他还能在
该企业为他量身定做的后勤岗位

上就业，年工资收入20000元左右，
当年就“摘了帽”。

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林

甸县三合乡庆丰村，贫困户吴俊成

一家尽管还没有脱贫，但他们春节

也多了几分满足。

吴俊成和妻子身体多病，女儿

在上大学，加上房屋失火的意外，

让本来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加

入“牧原5+”扶贫模式后，他们已两
次享受到和王彦会一样的分红。

“牧原‘5+’，加出了俺农民对幸福
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我们坚信自己

会如期脱贫。”谈起脱贫，吴俊成信

心满满。

王彦会家所在的内乡县既是牧

原的创业地，又是牧原的总部所在

地，他能享受到牧原发展的红利，让

人并不觉得奇怪，而家在东北大地

的吴俊成，也能享受到和王彦会一

样的“5+”模式带来的稳定收入，的
确缘于牧原扶贫的“大格局”。

内乡县是国家秦巴片区特困

县。在脱贫攻坚战略中，牧原积极

主动在当地政府的扶贫战略框架

内寻求作为，致力发挥在全国行业

有影响的信用、资源、实力等优势，

助力全县贫困户如期脱贫。他们

联合当地政府创新推出“龙头企

业+地方政府+金融部门+合作社+
贫困户”的“5+”资产收益帮扶扶贫
模式，对全县除政府“兜底”外的

15228户贫困户实施养猪产业扶贫
全覆盖。其具体方法是，企业联合

政府引导贫困户自愿加入“聚爱合

作社”，利用国家对每个贫困户5万
元的小额扶贫贷款政策，获得国家

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农信社、邮

储银行等金融部门的贷款支持，合

作社集中贷款建设现代化养猪场，

牧原利用自己的技术、设备、人才、

管理等优势租赁猪舍养猪，合同确

保每户贫困户获得每年3200元的
分红，且收益期为10年，到期后由
牧原还本付息并收购猪舍。有正

常劳力的贫困户还可以到养殖产

业链上就业，获得每年50000元左
右的工资收入。

该模式解决了贫困户脱贫致

富缺劳力、缺资金、缺技术、缺管

理、缺项目等难题，贫困户也不承担

任何风险就成为“股东”而享受定期

分红，涵养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经

济基础，深受当地贫困户的欢迎。

在几个月时间内，全县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共15228户加入了合作社，
并如期领到每年四次（一季度一

次）、每次 800元的分红。仅 2017
年，就带动全县14600多人脱贫。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牧原看到了在内乡县推行

“5+”扶贫模式的潜力，在内乡“5+”
成功推出不久，即于2016年年底面
向各子公司所在全国各地的贫困

县全面复制推广“5+”资产收益帮
扶扶贫模式。目前，已在河南、山

东、安徽、河北、黑龙江、吉林、辽

宁、内蒙古等13个省（自治区）的55
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完成了扶

贫 产 业 布 局 ，建 设 了 累 计 投 入

215.16亿元的现代化生猪产业扶贫
基 地 ，已 向 7省 19个 贫 困 县 的
105600户贫困户实施分红，款额累
计达1.65亿元。

从“社会责任部”到“扶贫办”社会担当始终是企业的文化主题

从“一县”到“全国”的跨越 致力于把企业主业做成最大的扶贫产业

从“一家一户”扶贫到扶持“集体经济”建立“防返贫”长效机制

从“扶贫”“防返贫”到“斩穷根”未来扶贫思路更清晰，目标更远大

全国人大代表、牧原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秦英林

银装素裹的黑龙江林甸县牧原养殖基地

安徽宁陵贫困户喜领分红款

牧原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整体搬迁”扶持内乡县黄楝村由贫困村变
成全国最美丽乡村

牧原现代化养猪场一角

全国人大代表、牧原董事长秦英林做客河南报业“总编有约”谈“5+”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