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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现代化农牧产业发展，当以生态保护为先、链条化生
产为要、助农增收为核，若尔盖县作为四川省西北部的畜牧业大
县、深度贫困县，有全国第二大的湿地保护区，生态地位显著，
农牧民增收愿望迫切，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和现代化科学技术，更
好从实际出发，提出合理地发展措施，成为相关领域工作人员的
工作重点之一。

一、若尔盖县基本情况
（一）区位概况及基本情况
若尔盖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和阿

坝州北部、川甘青三省接合部，是黄河、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
源涵养地，属于限制开发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全县幅员面积
10620 平方千米，平均海拔 3500m，有农耕地 6.42 万亩，占全县
总土地面积 0.4% ；有天然草场 1212 万亩，其中可利用草原 978
万亩，占全县草原总面积的 80.65%，是四川省重要的草饲畜牧业
基地。

（二）农牧业发展概况
若尔盖县因地域差异属半农业半畜牧业的产业模式，境内农

业分布在巴西片区、铁布片区和白河牧场，种植的农作物主要为
唐古特大黄、青稞、高原油菜和秋淡蔬菜，据统计 2020 年产量达
1.9 万吨；畜牧业分布在达扎寺、麦溪等八个乡镇，2020 年末实
现存栏牦牛、藏绵羊、藏香猪等各类牲畜 117.49 万混合头，出栏
35.85 万混合头，肉产量 19560t，产奶 36893t，牦牛绒 30t，羊毛
7000t。近几年来，当地政府积极出台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扶持产
业发展，最终打造出了多个标准化示范型农牧业基地。

二、若尔盖县农牧产业发展的优劣势分析
（一）优势分析
资源是基础优势。若尔盖县有天然草场 1212 万亩，常年存

栏牲畜 117 余万头/只/匹，庞大的牲畜资源赋予农牧业发展的极
大潜力，2020 年统计数据显示，若尔盖县农牧产值达 21 亿元，
占一二三产的 70%。

人文是特色优势。若尔盖县属涉藏地区，辖区人口藏族居
多；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径地，是七根火彩、金色鱼钩、巴西会
议遗址等诞生地。藏文化、红色文化与自然风光的交融，为全域
旅游推进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为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气候是衍生优势。高原地区的气候以昼夜温差大、冰冻期长
显著，却是反季节秋淡蔬菜的主要生长区域，据了解 2020 年从若
尔盖进入成都、西安市场的反季节蔬菜大受欢迎，高原无公害蔬
菜产业已成为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

（二）劣势分析
产业融合度不高：纵观若尔盖县三畜四作主导产业间分割

明显，产业链短，产业融合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例如，牦牛、
藏绵羊、中药材、蔬菜等农畜产品以供应原料、提供初级农产品
为主，很少进行加工与销售，并未形成“生产、加工、物流、销
售”为一体的产业融合式发展，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不足 10%。

科技创新不足：近年来，虽然若尔盖县农牧产业技术生产水
平有了较大提升，但无论横向还是纵向与其他畜牧大县相比，科
技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农业现代化程度仍然偏低。

品牌效应不强：放眼若尔盖县产业集群发展，小规模农牧业
生产者是市场的主体，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仍然是生产经营的主
要形式。生产者数量众多且生产规模小的生产经营模式，常常出
现诸侯割据、各自为战的局面，无法形成规模化的区域品牌，导
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品牌效应不强。

乡村振兴背景下若尔盖现代生态农牧产业发展的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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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尔盖现代生态农牧业发展举措
在经过了前文的优劣势分析后，可以初步掌握若尔盖县的区

域特征与发展优势，对此，可以进一步制定出现代化生态农牧业
的可行性措施，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着力处理好生态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对于若尔盖县来说，推进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就是要找到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做到保护为先、发展为要。
因此，进一步落实“三个三分之一”战略是重中之重。三分之一
靠农牧业现代化发展，通过技术农业、数字农业、机械农业和智
慧农业的推进筛选出一批新型农民，让他们成为“以一当十”的
示范，打破“小农经济”模式，从而解放出家庭中的其他劳动力
或半劳动力，成为第二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从传统农业
从事者成为生态管护着，实现由“用”到“管”的角色转变。

（二）着力完善好农牧产业发展两大链条
农业强不强，关键在生长和市场。若尔盖县农牧业要实现

由“粗”到“精”的转变，首先是夯实以种养发育为主的生长链
条，重点要健全标准、安全和科研三大体系。健全标准体系，做
到技术全程参与和监管，从源头上保障牲畜品质和作物产量；健
全安全体系，抓好品种选育、疫病防控和市场准入监管，从环节
上实现“食以安为先”；健全科研体系，加大科技投入，这点若尔
盖县要配套完善动植物检验检测室，甚至要建设国家级牦牛检测
中心。其次要形成以出栏销售为主的市场链条，需打造物流、冷
链和加工体系，这是若尔盖农牧产业发展的短板，应亟待解决，
比如建设县乡村三级物流网、升级改造现有的牲畜加工企业或引
进一家知名的牲畜精深加工企业在若尔盖建厂。

（三）始终坚持把品牌建设融入产业发展各个方面
融媒体快速发展的市场化经济模式下，“酒香不怕巷子深”

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想要打开知名度就要“登台唱戏”，据了
解，若尔盖每年在“三品一标”建设上均有投入，也取得一些成
绩，但还远远不够，若尔盖麦洼牦牛作为仅次于青海牦牛的中国
第二大优质牦牛群，其名气仅限于成都周边地区是远远不够的。
若尔盖县政府应当加大力度走“品牌兴业”的路子，为现代生态
农牧业发展提供一张响亮的名片。

四、结束语
发展至今，我国的“农业为主”的国情没有改变，在“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三农”工作尤
其是农牧业发展显得更加重要。若尔盖县在此环节中，要充分地
发挥出地方性的资源、人文和气候优势，加强地方政府的投入与
扶持力度，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以品牌建设为核心，做好两大
链条的优化和延伸，提升若尔盖县的生态农牧业发展地位，推动
区域整体经济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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