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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社区发展扶贫项目简报 

 

内容提要 

 130 户农户受益于种猪项目 

 项目召开收尾工作会议 

 156 户农户受益于草果种植项目 

 项目开展妇女健康知识和营养知识培训 

 项目召开总结会议 

 成功注册草果合作社 

 项目最终评估成功实施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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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项目订购并分发了 130 头种猪给 130 户农户。2013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项目经理罗大荣、

项目官员白龙、俸红斌到蒙自市《好多多畜牧有限公司》、到建水县《红河邦格畜牧有限公司》、到元阳县

四角田《元阳县晟豪猪场》等进行了种猪询价对比，并最终与元阳县晟豪猪场签订了购种母猪合同，并于

10 月 21 日至 23 日分两批拉运至沙拉托，并进行分配，以及以项目每头母猪扶持 1000 元,其余部分 500 元

由农民自筹并交给种猪公司，共计引进 130头种母猪，覆盖 130户农户。 

因项目活动接近尾声，2013年 10月 25 日至 27日项目办公

室人员 6 名及农事协调员 11 名到元阳县南沙镇进行为期 3

年半的项目收尾工作会议，同时邀请了扶贫办、外事办、

教育局等相关领导出席，但因元阳县在举办第六届“林园

杯”未能参加，此次会议旨在总结 3 年多来的项目活动，

并对项目在行政村的影响进行分析，并确定最后项目收尾

阶段的工作重点。 

 

2013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按照项目规划在阿嘎

行政村进行草果苗收购

并发放分配，共计种植

514亩，覆盖 156户农户。 

 

2013 年 11 月，项目办邀请沙拉托卫生院

的李忠良医生到 7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

组织了 2场妇女健康知识培训，一共组织

14 场，有 602 人参与培训，同时邀请了

沙拉托计生服务站的陈丽萍到 7 个行政

村，每个行政村组织了 1场培训营养知识

培训，共计 7场 343人参加培训。由项目

办钟莉泓对各个学前班讲解营养知识，共

计 7 场，195 人参与培训。营养知识培训

共计 14场，5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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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办多次与工商等部门沟通注册草果合作社事宜，合作社于 2013年 12月 17日完成注册。未来，小窝中

村的 225户草果种植户将依托这个专业合作社进行草果的统购统销，接受培训等活动，有了这个农民自发

组成的草根组织，项目影响在项目活动结束后还会依然延续。 

2013年 12月 3-4日，项目召开了最终总结会议，云

南省外资中心、HPP昆明办、红河州扶贫办、普洱市

扶贫办、临沧市扶贫办、元阳县扶贫办、镇康县扶

贫办、西蒙县扶贫办、元阳县教育局、元阳县外事

办、沙拉托乡政府、镇康县项目办、元阳项目办等

均派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项目总结了实施

情况和成效，并对项目效果进行了评估。元阳项目

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等方面均收到了

良好的成绩，有助于改善当地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同时开拓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扶贫模式。会

议期间，与会人员到坡头小学观摩了学前班教学，

还考察了小窝中行政村 1000草果种植基地，并进村

访谈了 3 户农民，农民们都肯定了种植草果带来的

经济效果，并感谢欧盟项目的支持。与会领导对草

果种植基地给予了肯定。在项目结束时县政府扶贫

办副主任代表政府对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

该项目产生了三大效益： （1）社会效益。（2）经

济效益。（3）文化效益。 

2013 年 12 月，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三名科研人员组成的评估

组来到元阳县项目对项目进行评估，评估组对该项目从准备期至

实施期共四年间所做的工作进行全方位的调查、了解、对比、分

析和总结，着重从项目设计、实施、产出、效果、影响、创新等

方面进行评价，总结项目采用的模式与方法，指出项目取得的成

就、所做的创新、产生的社会经济积极效果和影响。结果显示，

互满爱人与人元阳县“社区发展扶贫项目”是一个成功的项目，

获得了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评估报告

中写道： “这个项目最大的影响就是探索、总结出了一套以互助

组为载体的扶贫发展模式，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再推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