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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融水苗族自治县严格按照“城市带动、产业支撑、
农业提升、民生改善”的总体思路，不断创新做法，总结经验，
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壮大优势产业发展，有力助推农业产业
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现状
根据县域农业经济发展和特色产业特点，运用经营主体在

市场营销、融资投资、品牌建设等能力优势，自 2016 年始建
设至 2018 年《广西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增点扩面提质升级
（2018—2020 年）三年行动方案》实施以来，截至 2020 年，共
建成示范区（园、点）271 个，其中区级 6 个，县级 7 个，乡级
45 个，村级 197 个。农户 31800 户，其中贫困户 10600 户 40762
人通过参与示范建设实现产业脱贫。示范区（园、点）实现 20 个
乡镇全覆盖，为全县实现脱贫攻坚，减贫带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发挥经营主体“五种能力”，推进示范区建设
（一）市场营销开拓能力
灵活掌握、分析农产品市场信息并使之应用于企业（合作

社）行业经营管理，提高生产、营销计划准确性，有效控制成
本，规避和防范市级风险是经营主体优势，同时通过自身条件，
建立自己产业模式和营销方式。如广西融水梦仙大苗山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根据市场需求，在柳州市、南宁市共建立有 30 多家连
锁销售点，从事紫黑香糯、香菇、灵芝等产品销售；广西融水县
永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建设“竹韵荪香产业示范区”开拓广西、
福建、广州、深圳等市场的同时，与融水“贝江村”“秋野家”营
销企业及柳州等电商平台合作；杆洞乡贵田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社开拓湖南，湖北、安微等市场；融水县鲤鱼洲水产品养殖专业
合作社开发柳州、河池等市（县）市场，创建了良好的运营销售
渠道。

（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经营主体在产业发展中通过统一组织生产，增加效益、产量

和品质，确保食品安全，同时通过专业培训，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有规范生产、财务管理制度，规模经营管理、预判能力，在遇到
不可抗拒自然灾害前将损失减少到最大程度。如融水县和睦镇冠
泰柑橘产业示范区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及极端天气影响损失近 300
多万元，仅柳城蜜橘一项就损失 160 多万元；融水双龙沟森林生
态文化旅游核心示范区，融水县七彩农庄休闲农业示范区游客聚
减，住宿，餐饮受到严重冲击，但这些经营主体凭自身财力、经
营管理技术和营销手段，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生产，产生效益。

（三）集聚融资投资能力
长期农业生产经营、营销过程中不断锻造经营主体投资视

野和社会融资、投资能力，根据本经营主体行业实际情况和要
求，参与社会、个人集资，市场融资、金融借贷能力来充实自身
实力，推动示范区做大做强，如融水县水源高山茶叶产业示范
区 2020 年通过社会、个人融资 3200 多万元，聚红水、良寨、拱
洞、白云 4 个乡镇 8 个村集体资金共 400 多万元；融水和睦鲤鱼
州产业示范园集村集体，农户融资 230 多万元；融水县安太乡元
宝山苗润紫黑香糯示范区充分运用固定资产贷款和专项贷款、产
业贷款贴息等措施，2018—2020 年累计投入示范区资金达 16000
万元。经营主体集聚融资能力为本经营方体示范项目建设资金注
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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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行组织化，装备设施化，生产标准化，要素集成化，特色产业化的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自 2016 年实施以来，融水苗族自治县充分发挥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下称经营主体）“五种能力”，助力推进融水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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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协作运用能力
具与各科研院所协作研发，推广新技术新品种能力。经营主

体组成人员整体知识文化程度高，易于接受新事物，市场视野开
阔，具与各科研院校共同开发新技术，运用新成果能力，如融荣
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与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合作，培殖繁育本
地禾花鲤鱼苗，年繁育、销售禾花鲤鱼苗 6000 多万尾，可供应全
县 18 个山区乡（镇）8 万亩稻田养鱼，山外乡镇 4000 亩水库池
塘养鱼外同时还辐射到河池、桂林及湖南、贵州等三省 16 个县。
禾美生态农业股份公司与广西大学农学院食用菌产业创新团队合
作，从湖建、浙江引进高端食用菌科研人才从事食用菌生产研
发，年可培育食用菌 1000 多万棒，除用于企业生产加工外，公司
还采取了“公司+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在各乡镇建立基地，带
动当地农民发展食用菌产业；融水县水源高山茶叶产业示范区与
华南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桂林茶科所等科研单位合作培育
开发新品种，使用新技术，开创茶园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先行区，
同时作为广西桂林茶科所合作基地和柳州古树茶试验基地。融水
元宝山苗润紫黑香糯示范区与广西农科院开展新品种引种育种、
新技术、绿色生产规程技术等研究，开展标准化生产种植，成为
农业科技应用、研发试验区。

（五）品牌宣传推广能力
市场营销效果好，产出效益高是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中

品牌宣传推广力强的具体体现。经营主体根据自身产业、资金、
社会资源优势，量身定制自己品牌和销售渠道。如融水县安太乡
元宝山苗润紫黑香糯示范区根据紫黑香糯品质特点，打造富硒和
有机农业品牌，注册“苗润”“苗老耕”商标，采取分级分类包
装等方法、同时又采用原生古酿酒法酿造黄酒，开发粮食附产品
“紫黑糯茶”等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产品远销到广东、北
京、上海、江浙一带等省市。融水县水源高山茶叶示范区在常年
云雾缭绕，海拔高度 800m的元宝山建设茶叶种植示范区，依托广
西第三高峰元宝山知名度，注册“817”等品牌商标，与柳州电视
台合作宣传推介；广西柳州市秋野家生态农业综合发展公司在融
水镇、永乐镇开展红薯种植加工示范园建设，注册“秋野家”商
标等，进行果蔬、谷物产品、菌类包装加工、销售，产品供不应
求；通过示范区建设，全县品牌效应异军突起，2020 年全县“三
品一标”累计获证总数达 72 个，其中无公害 39 个，绿色食品 20
个，有机产品 11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 2 个，品牌带动效应显现。

三、结束语
示范区建设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政策扶持及各类科技人

才、技术、参与和支持，融水苗族自治县根据县域条件和产业特
点，充分调动和发挥经营主体“五种能力”，将示范区各项工作纵
向深入推进，在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中起到良好的示范引领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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