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正式全面拉开帷幕，为
了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为了应对当前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全面乡村
振兴，乡村产业振兴是首要条件，同时乡村产业发展是系统性问
题，需要全方位配合，因此本文从融合角度、以永州市为案例探
索破解乡村产业发展出路。

一、以现实为依据，分析永州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发展现状
（一）以特色为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主导产业
近年来，永州市充分挖掘本地特色，目前已形成粮油、畜

禽、果蔬、竹木、烤烟、茶叶、药材等七大优势产业。产业链条
不断完善、产业空间布局有序。各特色主导产业布局基本有序。
产业规模效应日益显现。通过产业链条完善和产业布局体系建
立，产业规模效应也得到提升。

（二）以品牌为引领，坚持扩大农业产业品牌效应
品牌效应初见成效。近年来，永州市大力推进农产品牌创

建，取得了初步成效。蔬菜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建设在稳步推
进。安全品质有所保障。着力提升品牌首先要保证产品安全和品
质，保证品质安全要推进追溯管理。按照信息化监管要求，对农
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实施追溯网点建设，为实现信息化监管打下基
础。

（三）以集体经济为基点，积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农村集体资产还需壮大。年收入超过 30 万元的村集体数量

非常少，绝大部分在 5 万元～ 10 万元或者 5 万元以下。新型经营
主体不断丰富。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的速度加快，股份合作、代耕
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得到发展。运作模式充分
因地制宜。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销售服务”的
运行模式。

（四）以公共服务为保障，推动产业基础设施优化升级
产业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全面建设农业设施设备，经济作物

大棚、滴喷灌、水肥一体化、杀虫灯等设施面积不断扩大。农村
环境及设备得以优化。农业科技水平全方位提升。农机总动力、
农业机械拥有量、耕种收机械化水平上升。

（五）以人才培育为支撑，提供乡村产业发展智力支持
农村专业人才培训培育。充分发挥乡贤人才作用。创新人才

培育和引进的方式方法。通过成立科研工作站吸引人才。
二、以发展为导向，找准永州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发展问题
（一）发展理念不到位
村里对产业如何发展存在盲区，无思路、无规划、无举措，

对如何实现产业振兴无主见、无点子、无措施，提出的一些举措
也是传统的做法，或者怕麻烦干脆不想，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更
新理念，有的守着金山银山不知如何着手，发展理念的不到位在
思想上制约了乡村产业的发展。

（二）产业选择找不准
1．市级特色主导产业的选择。现已形成的粮油、果蔬、畜

禽、竹木、茶叶、烤烟、中药材七大主导产业，基本是结合了当
地地理环境优势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优质稻和生猪两个基础产业
在永州颇有成效。

2．县级特色产业的选择。各县区产业优势不明显，种植业
占大部分，种类稍多，主要集中在蔬菜、柑橘、茶油。养殖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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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分，种类偏少，东安鸡和九嶷山兔，这两个产业与其他地区
县级优势产业相比，安化黑茶、华容芥菜、南县小龙虾相比，差
距很大。

3．镇村级产业的选择。保持基础产业即水稻种植的村集较
多，生产方式较为传统，现代化程度不高。发展休闲旅游业的同
质化严重，花海、荷花、油菜花品种重复，没有形成自身竞争优
势，收益不能有效保证。

（三）产业培育做不强
选择了适宜的产业，有基础、有支持但做强做大仍有瓶颈。

永州市虽然是农业大市，生产仍以初级生产为主，供应“原料和
鲜货”为主，除烤烟产业外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产业规
模重要但更应重视品牌效应。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就是销售，农产
品生产季节性强，出现滞销，首先受到影响和冲击的是农民群
众，将会大大打击农民种养的积极性。

（四）保障措施不完善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产前服务、产中服务、产后服务都

有不同限度地缺乏，物流企业经营规模小，冷链物流设施普遍不
足，抵御风险能力弱，仍然沿袭运输型企业的管理模式，物流经
营成本高。农田基础设施欠账较多，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业机械
化和现代化。农村实用人才奇缺。农村人才队伍学历水平和技能
等级整体不高，超过 97%以上的农村实用人才只有大专及以下文
化程度，超过 95%以上的只有初级职称或无职称。

三、以融合为切入点，把脉永州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发展对策
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发展问题并不能仅仅从产业的角度来探

究，更应该是一个全面、全方位发展的结果，从生态环境到乡村
治理等都应该是产业兴旺的条件，因此这里归纳为“12345”融合
发展理念。

（一）“1”即产供销一体化，形成产业体系
产供销即生产—供应—销售，产供销一体化能够更快的了解

市场需求，农户生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以市场为
导向，充分了解市场规律，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对于帮助农产品销
售非常有利。通过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推
动农产品从农村到城市、从地头到餐桌，实现农产品的商品化。
同时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信息化等手段，推动乡村产业体系形
成。

（二）“2”即走出去引进来，扩宽发展视野
在农业产业发展中，我们需要同时走出去引进来，不仅仅是

产品、服务等要走出去，更要把企业、人才、资金引进来，二者
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三）“3”即农村一二三三产业融合，完善产业链条
1．多要素融合。产业融合不仅仅是在二产的加工或者三产

的旅游，更应该贯穿生产全过程，育种、生产、管理、营销等都
可以做到三产融合。一般有几个要素可以考虑，特色农产品、精
深加工、技术能力、文化创意方式、品牌营销、推广营销、体验
化消费方式。

2．多方式融合。以一产为主导的“一二三”融合发展模
式。以一产为主导的产业融合模式，往往以原产地的特色种养殖
为依托打破传统农业产业界限，通过农产品加工、传统手工业制
作等第二产业发展及产业服务、休闲服务在研发、生产、营销环



节的介入，延伸产业链，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即由一产带
动二产和三产发展，实现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二产为主导的
“二三一”融合发展模式。二产是依托农产品及特殊技艺的精深
加工和手工制造。二产的发展，向上需要以一产为基础的原材料
供给；向下需要配套性服务业（如仓储、运输、电商等）及支持
性服务业（科技、信息、金融等）。以三产为主导的“三二一”
融合发展模式以三产为主导的融合发展模式应用比较广泛，但是
同时也要注意到同质化的现象，在以旅游为主导的模式外应该还
要开创更多的模式，同时要突出自己的特色，例如旅游引导的消
费带动模式（红色旅游井冈山、延安等）、以科技手段带动的应
用渗透型产业融合模式、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带动模式、以电商
物流为引领的服务带动模式（苏浙沪一带的农村）等。

3．多渠道融合。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乡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非常重要，加快农村公路、环保、物流、电网等建设，推
动城乡互联互通。特别是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推进农业信息化建
设，打造农村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为农村产业融合参与主体提
供充分地生产、加工、销售等信息。企业引领与农户参与。鼓励
龙头企业主动和农民签订合同，建立科学的利益联接机制和科技
推广机制，创新发展订单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引导龙头企业建
设产业化集群，以龙头企业为主导，以优势、特色农产品种养基
地为支柱，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高度分工、空间重合、互联网链
接的发展格局。鼓励龙头企业向后延伸产业链，拓展农业农村功
能，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丰富农业农村的环
保、科技、教育、文化、体验等内涵。

（四）“4”即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
化“四化”同步，狠抓最大短板

必须狠抓农业现代化建设，形成其他“三化”支持农业现
代化的长效机制，将这块短板补上来。要积极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相对接，积极参与特色小城镇建设，用企业的产品和文化经营城
镇，用城镇优势发展壮大企业。新型工业化是支撑。通过推动
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着力提高“四化”融合度。以产业融合为切入
点，必须紧紧围绕产业融合，以园区建设引领集群经济发展，以
引进战略投资者引领开放经济发展，以科技知识创新市场建设引
领高科技产业知识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信息化带动作用，促进信
息化与其他“三化”的深度融合，形成“一化”带“三化”的运
行模式。

（五）“5”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五个方面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产业兴旺是关键。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同时，通过发展壮大乡村产
业，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生态宜居是基础。通过强化资源保
护与节约利用，推进农业清洁生产，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
题，实现农业绿色发展。乡风文明是灵魂。传承发展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来推动产业可持续振兴。治理有效是保障。推动乡村组织振
兴，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这样的乡村在产业发
展上才有更加高效。生活富裕是目的。乡村产业兴旺的目的也是
为了百姓共同富裕，也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共享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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