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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岗底模式”科技扶贫机制的创新∗ 

张月辰 1,2a，赵国杰 1，陶佩君 2b1 
（1.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300072；2. 河北农业大学 a. 科技管理处；b. 农学院，河北保定 071001） 

摘  要：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将科技扶贫项目与当地自然、人力资源有机结合，将外部支持和内源发

展有效衔接。走出了一条自我脱贫，自主发展的参与式扶贫之路，创造了扶贫开发和保护生态相结合的“岗

底模式”。本文从政策观念、扶贫理念、治山理论、技术方法、经营管理五方面，透视了太行山“岗底模

式”科技扶贫机制的创新。对于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参与式扶贫机制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岗底模式；参与式；科技扶贫；可持续发展 

 

面对贫困地区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发展相对滞后的困境，如何让贫困群众作为发展主体全面参

与扶贫开发，促进区域资源、人口和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当

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将科技扶贫项目与当地自然、人力资源

有机结合，将外部支持和内源发展有效衔接。走出了一条自我脱贫，自主发展的参与式扶贫之路，创造了

扶贫开发和保护生态相结合的成功模式。本文将从太行山“岗底模式”透视科技扶贫机制创新的问题。 

一、太行山“岗底模式” 

（一）背景分析 

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地处太行山深处，历史上素有“九龙岗下穷山庄，山秃地贫收入少，十有九年闹

饥荒”的穷名。改革开放前除了 7800亩荒山野岭，200亩耕地外，村里集体积累分文全无。全村 169户，
570口人，年人均收入不足 80元。岗底村自然环境恶劣，大山阻挡了大部分村民走向外界寻求发展之路，
封闭的意识、闭塞的交通和落后的信息，把村民的眼光局限在人均 3分田上。 

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岗底村把山场全部放到各户。可 3年过去了，村民除了靠采一些矿石
赚点辛苦钱外，就只有守着 7800 亩荒山苦熬岁月。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导致治山投不起资，水利设施
建不起，技术人员请不起，许多农户索性把分给自己的山场闲置撂荒。山场无人看护，牲畜放养无序，滥

采滥伐严重。这些突出的问题限制了山场合理开发，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 
1988年在政府宏观指导和扶贫项目的资助下，在河北农大专家教授的技术指导下，特别是广大村民的

主动参与下，岗底人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创造了“治山—绿山—富民”的成功模式，被三次来村考察的德国

经济学家鲁道夫称为“岗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蕴涵着扶贫理念和方法的创新，具体如下。 
（二）科技扶贫机制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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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观念的创新。岗底人脱贫致富的关键是以人为本，解放思想，观念创新——宜统则统，宜分则
分，统分结合。但是，“收”是否与当时中央要求的“两山下放”政策相抵触？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经过

反复学习党的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政策，从中悟出了深奥的道理：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落实

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想治好山，致富一方百姓，就必须首先解决一家一户自身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

问题。党中央的政策并不只是分，更不是分得越小越好，只要是对治理荒山有利，对村民脱贫致富有效，

不管是分是统都是正确的。 
2. 扶贫理念的创新。杨双牛深深感到：只靠救济解决不了贫困的根本问题，只有将广大村民组织起来，

自觉投身于治山治水的开发建设中，脱贫致富才会有不竭的动力。“统一收回山场，放山不放羊”，“收荒

山是为了放绿山”。杨双牛把这些想法通过村领导班子会、党员骨干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向全体村民反复宣

讲。当时就有 130户村民带头签字画押，治山很快成了全村上下一致的强烈意愿。在河北农大专家教授的
科学规划下，党支部、村委会带领全体村民，按照“统一设计规划、统一组织施工，统一组织服务、统一

质量标准、统一检查验收，分户承包经营”的“五统一分”治山路子；及“分户专业承包、分散经营管理、

分类技术指导、分清权力责任、分级独立核算、统一品牌销售”的“五分一统”管山办法。开始了长达十

几年科学艰难的治山治水历程。 
3. 治山理论的创新。河北农业大学经过二十多年太行山科技扶贫开发的摸索，总结出了一套治山的“两

聚理论”。即聚集土壤、聚集水分(径流)。太行山区土层薄，可采取把 3～8m宽的土层聚集到 1～2m宽的
沟槽里，相应的径流也聚集到这么宽的沟里集中使用，使荒山长出植被来，为荒山的植被生长创造了较好

的条件。根据这个理论，按照隔坡沟状梯田方式，岗底村对上千亩山场进行了整治，在 5～6m宽的山坡内
埋炸药进行爆破，开一个 1m 深、1.5～2m 宽的水平沟槽，把坡面上的好土集中到沟槽里，形成一个外面
高里面低的小缓坡梯田，梯田与梯田中间有 3～8m 宽的坡面 (未爆破)保持稳定性，降雨时在坡面形成的
径流可以流到下一个梯田里，既保住了土，又保存了水。一改过去俗称“花盆效应”的“鱼鳞坑”、“石坎

梯田”的治理方式。 1996年 8月 3～5日，太行山南部普降 500mm以上的大雨，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
唯有岗底村从山上流下来的竟是涓涓清流！“两聚理论” 治山效果可见一斑。  

4. 技术方法的创新。荒山治了，选准岗底村农业产业发展目标已迫在眉睫。1996 年岗底人用诚心请
来了河北农大的果树专家李保国教授，专家仔细分析了岗底村，海拔 500～1200m，昼夜温差≥15℃；土
壤为片麻岩的中性偏酸性、富含 p、k、Ca、Mg元素；水质好；日照充足等自然条件。认定岗底的自然条
件有利于果品糖分积累且适口性好，是理想的无公害绿色果品基地；怎样让果品优质优价？ 

只有增加果品的科技含量，让科技进村，技术入户。于是，岗底村成立了果树生产管理中心，严格按

照无公害绿色果品技术标准生产。并从果园的土—果树—病—虫—草等生态系统出发，创造不利于病虫生

存、有利于各类天敌繁衍的环境条件，保持了果园生态系统的平衡。如，病虫害防治以物理、生物、无公

害农药防治为主；施肥以农家肥和硼、锌、铁肥为主，无公害金秋液肥为辅，并根据土壤理化性质检测配

方施肥；引进了苹果套袋、晒字、覆反光膜等多项新技术；  
经过果农们“120 道工序”的精心管理，加上得天独厚的光、水，土自然资源优势，使富岗苹果具备

了身价陡增的内在品质。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检测，岗底苹果果实硬度 18.9磅/cm2，含水量 89.3%，
果肉脆、多汁、质地细、纤维少；果肉含原糖 8.7%，蔗糖 15.1%，可溶形固体物含量 16.1%；果肉滴定酸
0.295%量较高，果汁 PH值 3.3，有典型的芳香味，以上指标均高于全国代表值。内含有 18种氨基酸，15
项均高于全国代表值，品质胜过日本长野富士苹果。2001年 1月获中国绿色食品证书。 

5. 经营管理的创新。富岗苹果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了高品质，而进一步实现高价位就必须通过产业化公
司运作，打造“富岗”品牌。诚然，名牌背后是文化，是经营管理的创新。1997年 1月岗底苹果正式注册
了全省第一个“富岗”牌苹果商标，并成立了集生产、服务、销售为一体的龙头企业——富岗集团。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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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了国内外苹果市场之后，大胆将富岗苹果市场定位在高消费群体上，并制定了“515” 销售战略：一级
果 5元/个，特级果 10元/个，极品果 50元/个。如今，吃上带有红底绿字“福”、“禄”、“寿”、“喜”的富
岗苹果，感到价值超然于物外。一吃名儿，二吃派儿，三吃味儿，四吃鲜儿，五吃营养，六吃绿色。这六

吃当中，味、鲜、营养吃的是苹果，而名、派、绿吃的则是品位。凭借“富岗”名牌战略，加上成功的市

场运作，富岗集团把 “蛋糕”越做越大。  

二、“岗底模式”取得的成效 

（一）“岗底模式”取得了扶贫开发和保护生态双赢的效果 

岗底人用自己创造的“岗底模式”，按高标准治理开发了“三沟两峪一面坡”，治理面积达 2700 亩，
动土石 210万 m3，累计投工 40万个，栽果树 15万株，山场绿化面积达 76.6%，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现如今岗底已是：山顶水土保持林戴帽 (主要是洋槐树)，经济林揽腰(主要种植较耐旱的板栗、柿子)，水
果抱山脚 (主要栽植优质红富士苹果)；在目前大路果品供过于求，价格低落的大环境下，富岗苹果却能以
50元/个的价位一枝独秀。且 1999年“富岗”牌一级苹果获得了世界园艺博览会铜奖。以富岗集团公司为
龙头的 6家集体企业，村集体固定资产达到 5600万元，人均纯收入达到 3000多元。其中仅苹果一项亩收
益就达 8000元～10000元，人均果品收入 1800元。 
“岗底模式”带来的区域生态环境改善是有目共睹的，显示出的经济绩效更是毋庸置疑的。正像德国

经济学家鲁道夫所言：这种治山模式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推广应用。 
（二）“岗底模式”带来了村民科技接受心理和行为的转变 

通过科技扶贫项目的实施及河北农大专家教授的技术培训，示范指导，加上“两聚理论” 的治山模
式及先进成熟的无公害绿色果品生产技术，能满足农民需要，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岗底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在核心人物杨双牛和村领导班子带动下，因地制宜地开展“五统一分”治

山、“五分一统”管山，使村民群体的科技意识和行为观念开始产生变化。因为农民受见识、经验、知识

等自身条件所限，很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往往追随心目中的领袖人物行事，领袖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带动并

影响着农民群体；随后，在富岗苹果“515”市场价位等外在利益诱导下，岗底村民迫切需要脱贫致富的
内在需求愿望和强烈的潜能被全面激活，导致农民科技接受心理和行为的转变，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空前

高涨，由被动接受到主动索取新技术并参与安排生产和销售；另外，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诱因，以市

场和生产的变化为依据，针对生产和销售环节，不断调整技术内容，实现产销协调发展的产业化公司运作，

实现了农村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最终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带来了农民科学

知识、技能、态度、行为的自愿变革。 

三、“岗底模式”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岗底模式”对于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借鉴意义 

贫困最早是由英国社会学家郎特里提出的，他把绝对贫困线称之为“初级贫困线”（Primary Poverty 
Line）。世界银行在其出版的《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把贫困定义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
并提出了相应的衡量标准。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很好地认识和处理好资源、社会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

系。由贫困与经济发展陷阱图 1可以看出，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彼此交织所构成的恶性循环，
其中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岗底模式”作为扶贫开发和保护生态相结合成功范式，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适合

于发展中国家推广应用，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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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岗底模式”对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参与式扶贫机制的借鉴意义 

通过对“岗底模式” 的反思，合理定位了政府官员、科技人员和农民三者间扮演的角色关系，验证
了贫困群众既是扶贫开发的主体也是受益者。政府作为外部推动者，通过科技扶贫项目的实施，激发贫困

群众被动→主动→群动的热情，让他们以主人翁态度置身于其中，提高其自我组织、自我脱贫、主动发展

的行为能力，将“救济式”被动扶持转变为“开发式”主动参与扶贫。同时“岗底模式”集中民智，真实

地反映贫困群众的意愿和需求，给予农民主体扶贫开发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和管理权的做法，无不

渗透着国际公认的参与式扶贫理念和方法。“岗底模式”对于深入探讨反贫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效对接

规律，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参与式扶贫机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反贫困一般经历“自然反贫困—政府反贫困—市场反贫困”三个阶段。中国的

科技扶贫是以改变贫困群众命运和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状态为基本目标的伟大实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必将与国际接轨逐渐步入市场反贫困阶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帮助以及各

种力量的推动，但更需要贫困地区群众的广泛参与，贫困群众是这场伟大社会实践的主体。  
（三）“岗底模式”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参考意义 

全面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是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制约资源，

已经由土地资源、劳动力数量、资本存量等物质资源，逐步转向以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等为主的人

力资源。而我国贫困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影响着农民向农村二、

三产业和城镇转移的进程，是导致贫困农民增收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是第一位，技术和资金是为人所

用的。只要人的素质提高了，必然会产生渴求脱贫致富的新知识、新技术的强烈愿望，就会主动寻找和应

用。行为科学理论表明：人的行为是由动机产生的，而动机则是由内在需要和外来刺激而引起的，其中内

在需要是产生动机的根本条件。动机是行为的驱动力，它驱使人们通过某种行为达到某一目标，自觉自愿

地为实现所追求的目标而努力。因此，只有依据不同区域特点、不同农户需求、不同生产阶段，因地制宜

地开展科技培训，提高贫困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诱导和激活农民的内在潜能，挖掘其自我脱贫、主动发

展的能力，转变其态度和行为观念，才能真正实现发展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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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贫困与经济发展陷阱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