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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发展项目2011年由深圳社工站市对口支援新疆(喀什)机构开展的，联合四川海惠助贫中心和喀什市

畜牧局、深圳对口支援新疆前方指挥部三方合作，以经济增收和社区综合可持续发展性质的项目。项目

模式引用国际小母牛项目模式，原项目名称为小母牛项目，后因地制宜在喀什市为农户更好理解项目内

容而改称为小母羊项目。项目点包括喀什市周边7个乡镇，喀什农村社区农村发展项目以促进农户增收

为目标，以助人自助、“传递”为基本核心，由专业社工参与贫困村，推动农村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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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1, the rural development project was carried out by Shenzhen social work station City 
counterpart support Xinjiang (Kashgar) institutions, and cooperated with Sichuan Haihui Poverty 
Alleviation center, Kashgar Municipal Animal Husbandry Bureau and Shenzhen counterpart sup-
port Xinjiang front headquarters to increase economic income and community comprehensi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roject model refers to the international heifer project model. The 
original name of the project is heifer project, which was renamed as heifer project due to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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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for farm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ject content in Kashgar City. The project in-
cludes 7 towns around Kashgar City. The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in Kashgar aims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takes helping people and self-help and “transmission” as the basic core, 
and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participate in poor villages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rural de-
velopment. 

 
Keywords 
Rural Development, Gift Delivery, Poverty Allevi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喀什农村发展项目的实施背景 

农村发展项目，又称小母羊项目。是四川海惠助贫中心引进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英文 Heifer 
Project International，缩写为 HPI)助贫模式。基本理念基于一句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最显著

的扶贫特色是在欠发达地区扶持小规模农户发展畜牧养殖业，推动受助农民传递礼品(所得牲畜的后代或

贷款以及养殖技术和经验)，关心和帮助其他农民，从而扩大项目扶持面[1]。 
喀什市农村社区发展项目该项目是以生计为切入点，运用国际小母牛组织“以价值为基础的社区综

合发展”模式来促进农户家庭的经济增收和农户自我发展的能力。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喀什市、莎车县

均有项目实施点，唯有喀什市项目与喀什深喀社工站联合开展项目。 
2010 年深圳市响应国家号召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市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社会工作作为深圳社

会组织的“特色品牌”喀什市，2011 年 3 月，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喀什)社会工作站(下文简称：深喀社

工站)正式成立。成为南疆地区第一家由政府主导、民间自主运营的，针对残疾人、特困家庭、流浪儿童、

老人、农村社区发展、本土社工人才培养等领域进行调研而开展项目的民办非企业机构，在 6 年之余的

发展过程中，在喀什市孵化 7 家社工机构与其他类社会组织机构，培养本土社工人才 100 余人。 
农村社区发展项目自 2011 年实施至今，覆盖 7 个乡、10 个村，直接受益人群为 1560 户项目农户家

庭(常规服务对象)，共培养 37 个社区骨干，32 个互助小组。受益内容为项目的礼品赠送及相关技术支持，

弱势群体的福利增进，农户的能力得到提升、社区融合度增加等。 

2. 农村发展项目实施点贫困现状 

喀什市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位于新疆西南缘，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是新疆

南疆四地州连片贫困主战场之一。喀什市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全市总人口数 70 余万，其中农民人口

数 20.07 万人，境内主要民族有维吾尔、汉、塔吉克、柯尔克孜等二十多种民族，其中维吾尔族人口数

占比 80.5%。喀什是古老的交通要塞，连接着东西方文明的交汇，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驿站，也是

东西方社会文化经济的重要交汇与传播点。许多古老的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发展了独特的个性和文

化，自然、经济、社会交往等发面存在着许多差异性，决定了喀什市贫困状况的特殊性。从而沉淀出

现在与众不同的人文风情。 
喀什市建档立卡贫困户 18,762 户、82,555 人。2014 年自治区和地区新确定贫困村 66 个，经过近

几年的党和国家的重点扶持、援疆兄弟县市的帮扶下，喀什市目前贫困人口逐年减少。喀什市是全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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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深度贫困县市之一，有 3 个深度贫困乡，占乡镇总数的 27.3%，有 27 个深度贫困村，占行政村总

数的 18.12%。 

3. 农村发展项目实施方法 

项目为有需要的农户提供启动资金(一期项目资金为5400元，二期项目资金提高到6500元)购买种羊，

为农户进行繁殖养殖技术培训，帮助他们发展优质绵羊的繁育和养殖，两年内种羊和阐扬下的羊羔归该

农户所有，两年后得到帮助的农户将原始启动资金作为“礼品”传递给下一户需要帮助的农户。通过“礼

品”传递，由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将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惠及更多的农户，同时在鼓励农户之间成立

互助小组，发掘利用自身的资源，互帮互助。 
以互助金为手段，通过社工引导和服务来推动农村社区项目互助组的建设和发展，提升农户自我管

理、自主发展和互助扶持的能力；针对农村社区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题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关爱农村妇女、

儿童等弱势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活动并整合社会资源，增进其福利等。 

4. 农村发展项目实施 

4.1. 项目服务内容 

在项目参与过程中，了解到此项目在喀什市周边乡村的精准扶贫工作中有很大的影响，对于项目受

益户带来的效益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收入方面，对项目受益户社会参与度、思想认知、以及受益家庭子女

都带来了不少的影响。 
该项目操作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建立互助小组，形成互助组规划；第二阶段强化互助组，完善并

实现项目目标和互助组规划；第三阶段影响带动社区综合可持续发展。而三大阶段又分为各小阶段，在

小阶段目标的实施过程中，需要社会工作者参与项目其中，充当组织者、引导者、协调者的角色。 

4.2. 农村发展项目实施过程 

1) 项目前期工作：寻找潜在社区与项目受益户 
对于项目实施社区的选择，深喀社工站社工深入周边乡镇，主要以国家级贫困村为目标，通过对多

个农村社区经济情况、贫困人口数、发展限制等众多因素中调查，选择发展需求较大适合项目内容实施

的社区，与社区基层单位协调，了解该社区基本情况而定。项目前期，社工就项目内容及社区发展设计

合理问卷，主要以社区居民的经济需求和自我发展需求为内容，对社区居民进行第一次走访入户调查，

回收问卷并进行分析。经过对回收问卷分析及筛选，社工进行二次走访调查，主要观察受访户家庭经济

情况、身体状况及其是否有养殖经验或家庭是否具有养殖环境等。满足前三条件的有发展意愿的非贫困

户也可村委、邻居或自我推荐，通过会议形式投票选出受益户。 
2) 制定服务计划方案 
社工经过对项目实施村进行入户走访需求调查、问卷分析及项目实施村基本情况掌握，制定相关针

对该村的项目实施计划，对服务实施场所、服务实施内容、各项服务中的服务对象群体、服务对象需求

等多方位思考，对项目内容严格把关，制定一套适合该项目实施村的服务内容，并寻求督导意见。 

4.3. 农村发展项目理念与牲畜养殖培训、牲畜购买 

获得项目帮扶的受益户前期需参加项目理念培训，社工将对受益户开展项目目标、项目理念、项目

周期、及项目实施内容的培训讲座，使受益户了解项目的意义。由喀什市畜牧局负责对项目受益户进行

养殖生产培训，并用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提供资金帮助项目户牲畜购买和技术支持。项目主要进行的

常规服务主要由项目社工负责，除常规走访入户外还包含个案服务、小组服务、社区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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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子项目发展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聚焦培养受益户的自治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通过项目户的发展意愿衍生出适

合本社区发展两个子项目分别为妇女合作社和社区新空间，主要针对农村妇女和青少年开展，通过整合

资源为妇女提供缝纫机器，改善妇女工作条件，实现居家就业，改善青少年学习环境、开拓视野。社工

通过链接资源为困境儿童提供助学资金、图书和文具；为农户及困境儿童整合 TOMAS 鞋，提高农户及

青少年家庭福利，减轻困境家庭的经济压力；为农户链接羊肉销售渠道，提高家庭经济收入。 

5. 农村发展项目实效 

此次项目研究，笔者分别挑选了喀什市荒地乡 1 村、浩罕乡 9 村和 15 村、佰什克然木乡 18 村四个

村 70 户受益户；其中深度访谈为 55 户，分别是柏乡 18 村 10 户，荒地乡 1 村 10 户，浩罕乡 9 村 29 户，

浩罕乡 15 为 6 户。55 户被访谈户均为维吾尔族家庭，男性受访者为 40 人，女性受访者为 15 人；其中

有贫困户 6 户，脱贫户 13 户，非贫困户 36 户(见表 1)。 
四个村的具体情况如下： 
1) 荒地乡 1 村：距喀什市区 12 公里，主要产业以农业、林果业为主。下设 3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364 户，总人口 1075 人，(其中：农业人口 1048 人、城镇人口 27 人、贫困人口 35 人)，其中维吾尔族人

数占 95%以上；耕地面积 1349 亩，人均占有耕地 1.5 亩；劳动力 530 人。 
2) 浩罕乡 9 村：主要产业以农业为主。全村总户数 219 户，总人口数 1411 人(其中贫困户数 105 户，

贫困人口数 429 人)；总耕地面积 1019.5 亩，人均占有面积为 1.3 亩。 
3) 浩罕乡 15 村：主要产业以农业、林果业为主。全村总户数 341 户，总人口数为 1422 人，(其中贫

困户数为 83 户、贫困人口数 332 人)；该村耕地面积为 1070 亩，人均耕地面积为 1.3 亩。 
4) 佰什克然木乡 18 村：(村类型：贫困村)距市区 18 公里，主要以林果业、农业为主。下设 9 个

村民小组，总户数 628 户，总人口 2551 人；其中贫困户数 188 户 893 人。耕地面积 3694 亩，人均占

有耕地 1.47 亩。 
受访项目受益户情况如下： 

 
Table 1. Economic situation of beneficiary households 
表 1. 受益户家经济情况 

变量 类别 频数 比例 

常住人口数 

1 人 6 0.1 

2 人 8 0.14 

3 人 12 0.21 

4 人 18 0.32 

5 人 7 0.14 

6 人 3 0.05 

7 人 1 0.01 

8 人 0 0 

户主民族 维吾尔族 55 100 

收入情况 

3130 元以下 2 0.03 

3130~4000 元 6 0.11 

4001~6000 元 11 0.21 

6001~8000 元 17 0.31 

8001 元以上 19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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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 1 分析可知，项目抽样受益户均为维吾尔族，抽样户家中常住人口为 4 人者占 32%，3 人者

占 21%，5 人和 2 人者各占 14%，其次为 1 人者占 10%、6 人占 5%、7 人占 1%；收入在 3130 元以下者,
占 3%，3130~4000 元的占 11%，4001~6000 元的占 21%，6001~8000 元的占 31%，8001 元以上占 34%。 

5.1. 项目受益户家庭生产资料变化情况 

喀什市农村社区发展项目受益户多为“边缘户”，所谓边缘户是指家庭人均收入比贫困户家庭人均

收入稍高的，但是随时可能因遭受不可预测意外而贫困的群体。是由项目实施村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推荐，

也可以有自我发展意向、家中有牲畜养殖的农户自我推荐申请。社工入户走访了解家庭基本情况以及个

人发展意愿，主要了解申请人家中是否有养殖场地、申请人是否有养殖能力、是否有“礼品金”传递意

向等。最后在所有符合条件申请人中通过村民投票选出最适合的受益户，获得“礼品金”，受访 55 户受

益户家庭均有羊只数量增加。 
案例 1 (努某，男，维吾尔族，1964 年生，荒地乡 1 村居民)：我们家是农民，靠地生存，家中有 4

亩地，平时都是自己家里种粮食吃，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年轻的时候会去给别人打工赚钱，现在老了，

干不动活了，我的老婆去世两三年了，孩子们在老婆没去世的时候分家了，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

没有去儿子家一起住，两个儿媳妇每天都会轮流来帮我做三顿饭，他们就住在隔壁，是我的邻居，现在

我也没什么事干就帮孩子们在家带孙子，老婆去世后一个人难免会孤单。2016 年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听说

有一个项目，帮助买羊，两年后再还钱就让我申请试一试，说干点简单的活，忙起来人也不会乱想，我

就申请了。后来参加了三天的养殖培训，在培训的时候社工站包(租)了大车每天去村里把我们接到市里，

每天中午还给我们提供免费餐食，培训老师给我们讲解了资金来源，资金的流转方式，还有一些特别实

用的养殖技巧，我们有问题也可以提问，培训老师会细细讲解，后来给我发了 6500 块“礼品金”，社工

和畜牧局协调员陪我去羊市买羊把关，我当时就自己挑选了 6 只多浪羊羔，第二天社工和协调员就带着

兽医过来给我的羊简单的检查一下口齿、毛质，打了免费疫苗，2016 年年底我买的 6 只羊羔都下了小羊

羔，我们当年把大羊吃了 2 只，卖了 4 只，一共卖了 4000 元(受访受益户哈哈大笑)，2017 年的时候长大

的小羊羔又生了 3 只，现在我家有 9 只羊，2018 年 1 月我就把“礼品金”传递给下一户，我感到很开心，

两年过的很快，期间社工也经常来家里了解情况，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还带我们参加村委会的

活动，在村委会一起过诺吾热孜节，兽医也定期过来给羊只们打疫苗，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家里多了

好多牲畜。人也忙起来了。 

5.2. 社区文化活动居民参与程度 

农村发展项目除了针对受益户提供资金支持外，由专业社工通过链接社会资源的方式为受益户及其

家庭提供各类养殖培训、互助小组建立、社区活动、技能培训以及青少暑期夏令营。通过各类活动建构

受益户家庭的社会交往网络，提高受益户个人技能和参与度。 
在活动参与度方面，55 户受访户均表示参与过养殖培训，参与度为 100%；在互助小组参与方面，

22 户受访户表示有参加，占比受访户的 40％，在被访户所参与的社区主要活动类型为：喜迎诺吾热孜节、

妇女节、儿童节等节庆活动类，以及家庭趣味运动会、剪羊毛大赛、农村摄影大赛、羊圈卫生评比大赛

等大型活动，农户参与积极性较高。 
被访 55 户受访者中，参与社工组织的社区活动的参与度为 100%；通过社工链接社会资源开展的培

训内容中，在技能培训方面主要为妇女的手工刺绣培训、中学生义工服务培训等；有 60%的受访户家庭

成员有参加技能培训；在青少年夏令营活动方面，主要服务内容为：由专业社工组织的六点半课堂、汉

语学习小组、城市体验一日游等，社工及义工共同带领受益户家庭孩子前往喀什市参观动物园、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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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西餐文化等；有 30 户受访者表示自家子女参与社工组织的夏令营活动，占比 54%。通过数据可知，

受益户的活动参与度较高，且活动的参与人群涉及广，家庭成员均可参与，在活动的组织形式上也是“接

地气”，都是农户喜闻乐见的活动内容，社工在定制项目服务计划的过程中，充分的考虑农村社区居民

的兴趣方向，结合少数民族节庆、生活环境、以及技能需求等方面，满足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居民的需求。 

5.3. 受益户家庭发展的影响 

农村发展项目的实施除了对于受益户家庭在经济增收方面、社会交往方面、家庭成员互动方面、邻

里之间传递互助方面影响之外，对于受益户家庭的自我发展方向也带了影响，有部分受益户通过项目改

善家庭基本经济后，受益户家庭思想也逐渐开放，对自身能力有了正确的认知和自信，对于自我创业发

展也开始跃跃欲试，通过直接受益户的“现身说法”获得了一个自我发展的好路子。 
案例 2 (阿某，男，维吾尔族，1975 年出生，浩罕乡 9 村居民)：我之前是做小工赚钱的，盖房子、

开拖拉机、出去务工都做过，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说特别好，但也不是很差，我一直坚信“没有免费的午

餐”只有劳动才能致富，后来通过村委会了解到了这个项目，我的父母很担心，以前没有听说过这样的

项目，他们很害怕风险，我还是跃跃一试，毕竟我还年轻。我是我们村里最早一批参与项目的，2014 年

10 月给我们发了 5400 元的礼品金，当时羊羔价格也较低，我买了 11 只小羊羔，第二年 3 月就生了，存

活率 100%，还有好几胎双胞胎，11 只羊一共生了 17 羊羔，我们家突然间暴富了，当时很多害怕有风险

的邻居们看到我们家羊只数量的变化，很后悔没有申请参加。同年我的老婆突然生病，家里的 28 只羊照

料不过来就卖掉了 10 只羊，其中有几只种羊，种羊价格比较高，一共卖了 2 万元，拿到钱之前我都感觉

在做梦，我们就提前把礼品金传递下去了，在约定时间之前半年。剩下的钱我们就用来扩建了牲畜圈，

我和家人商量打算买几只驴养，现在我们家还有 8 只种羊在养。现在我们家在村委会对面开了个小餐馆，

已经 8 天了，每天收入大概有 500 元左右，生意还是不错的，比我们预想的要好的多，纯收入我们还没

算过，餐馆还在起步阶段嘛。说实话从 5400 元开始，我有了赚钱的欲望，以前觉得吃饱喝足身体健康全

家不饿就行了，现在想想当时的想法太狭隘了，有这么好的政策的时候就应该好好努力，提高我的家庭

生活质量奔小康才对。最近我在打听哪里有相关毛驴的养殖培训，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这种风险

较小的还是可以学习的，我是 100%的收益了，很感谢给我们提供资金的机构，如果机构还有类似养殖毛

驴的项目，我会第一个申请。 

5.4. 受益户家庭实现经济增收 

农村发展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农户增加家庭收入和生产资料数量，以独特的“造血式扶贫”理念

和模式，实现贫困人口家庭增收，通过社工服务的引导，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社区互助意识，使

其不再“等、靠、要”，走上积极自主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案例 3 (穆某，男，维吾尔族，佰什克然木乡 18 村居民，2017 年脱贫户)：我家是 2014 年认定贫困

户的，家中 6 口人，4 个孩子都在上学，2016 年 1 月的时候获得了“礼品金”，当时因为家庭生活水平

较差，老婆生病做手术，花了好多钱，于是村委会和邻居推荐我家申请的，家里之前有 6 只羊，后来又

用礼品金买了 6 只，一下子感觉家里羊多了，12 月的时候生了 6 个羊羔，冬天比较冷的时候有两只羊羔

病死了，我特别伤心，下决心剩下的羊我要好好养。2017 年在国家的帮助下住进了新的富民安居房，就

卖了 4 只羊共 5000 元，用于装饰了我们的新房。我老婆身体也逐渐恢复能帮助我照顾牲畜，夏天我就去

做小工，帮人盖房子赚钱，社工会经常到家里来询问情况，给我的孩子们带些衣物、学习用品，还组织

我的孩子参加暑期夏令营，去和别的小孩一起进市里看电影，参观动物园，我们平时都没法给孩子们提

供这样的条件，在村委会里开设了“六点半课堂”，孩子每天主动过去学习两小时，学习进步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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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用我们操心。老婆在院子里的空闲处中了一些蔬菜，我们就用羊粪当化肥，自己在家就可以吃到新

鲜的蔬菜，秋天的时候收了好的羊毛，卖了 100 多元。在社工的建议下，我们小队成立了家庭互助组，

每 10 户家庭一组，每家每月缴纳 50 元的互助金，类似于妇女们经常玩的“恰依(新疆妇女的茶话会)”，

这个月，我们买买提家去一下，一起喝茶聊天讲讲自己再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自己有什么发展的想

法，下个月我们就去玉苏普家，这样大家轮流来，又能一起讨论问题，还能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但是

最近有的人打工去了，有的人家里忙，很久没有组织活动了，互助金主要用于购买样的饲料，这样还减

少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在村委会和社工的帮助下，我的老婆已经在喀什市深圳产业园 SGL 工厂就业了，

每个月有 1200 元的收入，厂里还有专门的大巴车免费接送，产业园也有社工，她们经常去问候我老婆的

身体状况，真的非常感动。现在孩子们上学也都不用花钱，还有国家补贴餐补和住宿费，家中还有 12 只

羊，其中有 6 只待产，过段时间就生了。 

6. 结论 

总的来说，农村社区发展项目(小母羊项目)结合地方特色在实现贫困户家庭经济增收的同时，促进农

户生活条件的改善、社会网络的构建和农村社区的总和发展，实现了物质、精神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与

新疆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结合的路径，丰富民族里去社会工作服务经验，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

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理论与经验具有总结性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崔宝琛. 慈善组织参与农村精准扶贫事业研究——以“小母牛·中国”项目组织为例[J]. 未来与发展, 2017, 41(7): 

93-97.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0.93008

	浅述新疆喀什市农村发展项目
	摘  要
	关键词
	On Rural Development Project of Kashi City in Xinjiang
	Abstract
	Keywords
	1. 喀什农村发展项目的实施背景
	2. 农村发展项目实施点贫困现状
	3. 农村发展项目实施方法
	4. 农村发展项目实施
	4.1. 项目服务内容
	4.2. 农村发展项目实施过程
	4.3. 农村发展项目理念与牲畜养殖培训、牲畜购买
	4.4. 子项目发展

	5. 农村发展项目实效
	5.1. 项目受益户家庭生产资料变化情况
	5.2. 社区文化活动居民参与程度
	5.3. 受益户家庭发展的影响
	5.4. 受益户家庭实现经济增收

	6.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