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农家科技

振 兴探索
ZHENXINGTANSUO

全面推进农业产业革命和乡村振兴，关键是要把“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作为核心任务，推动提高农业供给体
系质量和效率，实现农业产业不断提档升级。

一、现状
（一）生态、绿色、安全农产品成为消费热点
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

政策倾斜，以“凉都三宝（茶叶、刺梨、猕猴桃）”为主导的山
地特色农业产业品牌产品逐步走出大山，走向全国、风行天下。
水城春早春茶以出茶时间早独步天下，“弥你红”红心猕猴桃远销
海外，刺梨种植面积、产量和加工能力位居全国第一，由于兼具
质量、绿色，成为广阔市场热销抢购的农产品。

（二）农产品质量管理和品牌创建工作情况
近年来，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六盘水践行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战略，致力于质量提升，助
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是质量认
证工作成效明显。扎实开展农产品质量认证、证后监管和品牌打
造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得绿色食品 23 个，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产品 10 个，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 2 个。二是农产
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向好。加大产品监测力度和范围，2020 年全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 99.21%，监督抽查检测合格率
99.99%，风险监测合格率 100%，全年累计完成风险监测 260 批
次，完成例行检测 3.2 万批次，完成监督抽查 3330 批次。三是监
管效能逐步提升，新型监管机制格局已经形成。2020 年起，由国
家农业农村部牵头，其他有关部门配合，在全国范围内试行食用
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六盘水市结合“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
息管理平台”的推广和应用，扎实推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截至目前，全市已实施合格证主体 128 家，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 31255 张，带证上市农产品 11678.515t，推广入驻追溯平台企
业已达 192 家，完成基地巡查 209 次。

二、存在问题
（一）农业企业实力和带动能力较弱
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培育下，部分特色农产品已逐

步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但总体来看，仍处于传统的生产状态，标
准化意识不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难以控制，自检体系仍待
提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难于参与一体化的大市场竞争，企
业实力和带动力不足；在利益联结、产业化中指导农户、联结市
场和解决各类利益冲突的作用仍需进一步提高，不能适应市场发
展要求，难以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带动力和市场风险抵御能
力不足。

（二）农业企业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的内生动力不足
企业质量意识、品牌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质量管控主动性

不强，自检体系不健全，主体参与和实施标准的制定、规范和应
用推广不够，农业标准化队伍力量薄弱，从业者业务文化素质不
高，部分产品仍然存在农兽残超标的风险，缺乏先进的市场和营
销体系建设，品牌产品不能实现优质优价，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企
业品牌建设和质量管理的内生动力。

（三）农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科研经费紧缺，新品种、新技术选育推广进度慢，企业实力

弱，自身创新能力不足，自身融资能力不足，贷款困难，生产资
金投入不足，不能形成独立完整的产业链，先进科研成果转化能
力差，严重制约了农业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

（四）农业企业拓展市场的渠道有限
我国农产品流通市场化是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加快的，其营

对“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战略引领农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以贵州省六盘水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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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盘水市农业农村局；2. 六盘水市畜牧水产业发展中心；3. 六盘水市种植业发展中心）

摘  要：本文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战略为背景，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现状，提出引领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和建议，以期为

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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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渠道建设在适应市场化要求上存在先天不足，跟不上商品经济
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农产品生产者仍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上，
选择便捷的运输方式，通过基层农贸市场与消费者采取面对面交
易的传统销售模式，客观存在着渠道辐射面窄，渠道成员难以把
控实时完整的市场信息，交易时间成本过高、效率低下，尤其对
于某些鲜活类产品，交易风险巨大；同时，多数农产品生产者以
通过中间商把产品推向市场的方式开展销售，造成交易成本的大
幅提高，容易出现哄抬物价、掺假卖假等问题，极大损害生产者
的利益；其次，农产品生产者由于缺乏先进的营销理念，在产品
宣传、包装、加工等方面的能力普遍较弱，难以提升产品的附加
值，不能享受产品附加值带来的利润，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

三、思考与建议
推动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具体来看，需做到

“三优三个着力”。
“三优”是优结构、优生态及优机制。“优结构”即坚持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优化切合实际的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强化市场引领，以农民为主体，立足资源友好型、环境
友好型的优质产业格局，在坚持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做大做
优绿色农产品产业，提升消费多元需求供给力。“优生态与优机
制”即坚持绿色生态发展导向，依据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
落实农业功能区制度，强化推进绿色生产方式，切实实施农业面
源污染“一控两减三基本”治理战略；破局农业面源污染约束瓶
颈。优化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保障，全面落实土地制度改革，以
稳定农户承包权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为基础，有序流转经营
权；顺应发展需求，加快构建以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合作与联合
为纽带、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立体式多元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三个着力”是着力主体培育、着力品牌引领、着力科技
支撑。一是着力主体培育。发挥新型龙头示范农业经营主体领军
作用，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完善利益链接机制，提高从业者业务
文化素质。推动新型主体与小农户融合发展，着力推进小农户参
与全产业链开发的体制机制探索。二是着力品牌引领。坚持推进
标准化提升，严格农业投入品监管，强化产地环境净化及过程规
范，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推进农业绿色、特色、
优质、品牌联动发展。加强产销衔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建设。三是着力科技支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出
建设国家农业创新体系，加快打造以国家科研机构为骨干、企业为
主体的农业科技新格局。加强农业绿色生态、提质增效技术等研发
应用，加大科研支持投入，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农业科技
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种业繁育及开发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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