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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慈利县农业支柱产业发展建议
1
 

吴婷婷，卓 辉 

（慈利县农业农村工作局，湖南 慈利 427200） 

【摘要】慈利县是湖南省农业大县，境内生态环境优良、物种资源丰富、土壤天然富硒，是发展生态农业、健

康农业、休闲农业的稀有之地，是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的理想之地。深耕现有规模和优势，做大做强做优柑拮、

红薯、杜仲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茶叶、优质粮油、特色养殖、中药材、烤烟 6大支撑产业，构建一、二级梯队

的产业发展体系，对促进慈利农业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产业带动脱贫致富、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 

【关键词】农业；支柱产业；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1 发展支柱产业的独特优势 

1.1基础深厚 

1.1.1 柑桔产业。慈利县是宽皮柑桔的适栽区、湖南省 38 个柑桔优势基地县之一、农业部认定的“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

化生产基地县”，柑桔历来是慈利县最大的水果产业，以桔为业是慈利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手段，是苗市、零溪、岩泊渡等乡镇

的“一乡一品”特色产业。慈利县现有柑桔 2.05 万 hm
2
,分布于零阳镇、岩泊渡等 10 多个乡镇，年产量近 20 万 t，高端优质品

种丑柑已发展到 400hm
2
以上，爱媛 38、金秋砂糖桔等新品种的引进示范正在大力开展。目前已发展国家级丘陵山地柑桔标准化

果园 1 个、各类柑桔合作组织 53 个、4hm
2
以上的柑桔种植大户 434 个，建成柑桔商品化处理线 22 条，年均商品化处理能力达

15万 t，从生产、加工到流通的产业链条相对较为完善。 

1.1.2杜仲产业。慈利县是杜仲主要原产地之一，1952 年全国中药材普查时慈利境内有杜仲 1334hm
2
，1953年建立了国有专

业化杜仲林场-江垭林场，并由原苏联 3位专家驻场进行技术指导，对慈利县乃至湖南省全国的杜仲产业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

推动作用，上世纪 80、90 年代，慈利县大力发展杜仲支柱产业，杜仲总面积最髙达到 2.7 万 hm
2
。1996 年，慈利县被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中国农学会特产经济专业委员会、中国特产报社等单位联合授予“中国杜仲之乡”荣誉称号，成为全国乃至世界

最大的杜仲基地，“慈利杜仲”闻名全国。慈利县杜仲资源保存总面积为 1万余 hm
2
分布在全县 25个乡镇及 2个国有林场，已发

展各类杜仲企业、合作组织达 28家，已开发出杜仲茶等众多深加工产品，年产杜仲茶 750t、杜仲雄花茶 11.5t、杜仲茉莉花茶

75t、杜仲金银花茶 6t、杜仲烤叶 1500t、杜仲干皮 160t、杜仲干籽 32t，总产值达 8000 万元以上。 

1.1.3红薯产业。慈利红薯种植历史悠久，在岩泊渡镇手工提炼红薯粉丝的历史长达 400年以上。目前红薯在慈利县各乡镇

均广泛种植，种植面积达 5000hm
2
，总产量 1.96万 t，无公害认证面积 1667hm

2
,红薯粉丝加工主要分布在岩泊渡、南山坪乡、朝

阳、石马等地，已培育加工企业 4家，创建品牌 4个，年产业增加值达 713.43万元。张家界丝丝湘食品有限公司是慈利县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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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的龙头企业，年生产粉丝 5000t，拥有固定资产总值 1400 多万元，其注册商标“岩泊渡”已被评为湖南省著名商标。 

1.2独具特色 

据湖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湖南省慈利县重点区土壤硒含量调查与评价》显示，我县 54%的表层土

壤达富砸标准，是湘西北独有的天然富硒大县，蕴育了众多天然富硒的优质农产品。富硒丑柑、“岩泊渡”粉丝已成为慈利县的

靓丽名片，目前慈利县已注册柑桔商标 8个，“湘慈”、“桔沣源”柑桔获得绿色食品的认证；慈利杜仲品种好，有效成份含量高，

含胶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叶的含胶量高出 2%，籽的含胶量高出 10%。此外，慈利杜仲还含有丰富的砸元素，2016 年 9月，

“第三届世界硒都（恩施）硒产品博览交易会”上，慈利参展的杜仲茶类产品经检测含硒量高达 38.7μg/100g。 

1.3前景广阔 

柑桔、杜仲、红署三大产业均符合当前生态、优质、健康的市场走向，且随着县域公用品牌“硒有慈利”的品牌溢价能力

持续显现，慈利县三大特色产业的前景十分广阔。柑桔销售稳步走高。在零阳、零溪、苗市、广福桥、二坊坪等乡镇，柑桔产

业表现出“四高两好”，即果农品改积极性高、栽培管理水平高、种植产量高、销售价格高、果品品质好、果农效益好。近年来

柑桔销售价格稳步走髙，2017 年柑桔价格维持在 1.6~3 元/kg，丑柑园内采摘价达到 16 元/kg。杜仲产业悄然“回春”。一是政

策导向明确。目前杜仲种植已被列入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木本油料树种，“杜仲种植生产”和“新型天然橡胶的开发和利用”已

被国家列入农林产业支持范围。2016年 12月，《全国杜仲产业发展规划（2016~2030）》正式出台，明确了我国杜仲产业的近期、

中期、远期发展目标。湖南省“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发展现代杜仲产业原料林 33.33 万 hm
2
，发展杜仲规模企业 100家，

形成年产值 1000亿元的大产业，将杜仲打造成继油茶之后的第二大特色经济林产业。二是科技支撑强劲。近几年，我国在杜仲

橡胶提取和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良种选育、栽培模式、综合利用、产品开发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多实

用价值高的科研成果，对积极推动杜仲产业迅速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三是市场前景广阔。综合开发利用产业链正在形成，

杜仲在医药、保健、食品、化工、建材、国防、美容等方面的作用正不断被发现，绿原酸、杜仲饮料添加剂、亚麻酸、杜仲茶、

杜仲胶等系列产品倍受市场青睐，杜仲茶畅销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杜仲市场正处在持续扩张阶段。在“砸有慈

利”产业精准扶贫暨杜仲王雄花开媒体采风等大型品牌推介活动吸引全国近 50 家媒体齐聚慈利，半斤杜仲王雄花茶拍出 58 万

元的高价。红薯产业快速增长。红薯块根具有活性成分，有抗癌、保护心脏、预防肺气肿、糖尿病、减肥、美容等功效，被誉

为“长寿食品”，且慈利县红薯天然富硒，是难得的健康滋补佳品，所生产的无添加、纯手工、自然晾晒红薯粉丝香远益清，深

受市场青睐，近年来身价陡增，行销全国，仅上海一客户就一次提交 150t订单。 

1.4技术支撑成熟 

一是科技底蕴较为雄厚。慈利农业有着光荣的历史，农业生产和农业科研推广曾全国领先。上世纪 70年代，慈利县创立了

旱地“两季三熟“多熟制，旱土分厢间套立体种植多熟制，并成为湖南省第一批旱粮成建制平均亩产过 500kg 的县。1987 年和

1989 年，农业部旱土耕作制度改革现场会和南方 13省旱土分带轮作多熟制现场会在慈利召开。进入新世纪，慈利旱粮生产依然

处于全省领先地位，县旱科所为全省重要的旱粮品种试验和示范基地。“杜仲红薯粉丝加工技术”、“无明矾红薯粉丝加工技术”

等新技术获得加工技术发明专利 6 项。二是农技队伍较为健全。全县农技推广体系逐步完善，农技推广环境不断改善，农技人

员配备较为合理，每个乡镇均有 2 名以上种植业专业技术人员。三是群众自身技术较为成熟。经过多年的广泛种植、摸索与实

践，适应慈利县的三大产业整套生产技术已经成形，慈利县几乎所有农业生产者均能掌握 1〜3门种植技术，产业推广没有技术

障碍。 

1.5产业多样化 

慈利县茶叶、优质粮油、特色养殖、中药材、烤烟 6个产业亦极具特色，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茶叶种植达 3147hm
2
，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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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油菜等粮油 7.7 万 hm
2
,烤烟 1334hm

2
,猪、牛、羊、大鋭等养殖 150.58 万头（尾），尾参、白芨等中药材种植面积快速增

长，以此为支撑产业发展的第二梯队，有助于完善产业发展体系，增强产业发展后劲，保持产业可持续发展。 

2 发展支柱产业的现实意义 

2.1有利于厘清县域产业发展的思路 

多年来，慈利县一直号称“八大产业”，但现在回头看，这一举措偏离了慈利县的实际，没有发挥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洒

胡椒面的做法造成了产业发展纷乱，主业不突出，反而导致八大产业没有一个产业真正做大做强。着力转变思想，厘清发展思

路，明确大力发展柑桔、杜仲、红薯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六大支撑产业，构建产业发展体系，不仅是实施慈利县农业产业化经

营的主体方向，同时也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长远性基础，对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2.2有利于集中资源打造县域主导产业 

明确了主导产业，就能形成全县共识，做到有的放矢，彻底扭转撒胡椒面的模式，实行精准施策，整合各种资源集中打造

三大产业。通过资金和水、电、路、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投入三大产业，土地流转、金融服务、现代园区建设等优先

支持三大产业等措施，有利于产业向特定优势区域聚集，促进产业相对集中，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配套能力，不断壮大产业

实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2.3有利于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是带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根本之策，做大做强三大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

仅可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还可以为农民创业就业开拓更大的空间，让农民有更多增收渠道；能够激活一片区域，壮大一个产

业，带动一方农民；能够吸引和集聚生产要素，形成产业高地，解决乡村产业空心化问题；能够强化农村软硬件支撑，优化创

新创业环境，大幅提升农民购买力，助力农业企业获得更好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遇；能够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入与自然和谐共处。 

3发展支柱产业的建议 

3.1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 

树立“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慈利特色、高点定位”的理念，准确分析市场前景和自身资源禀赋，认真谋划，制定产业发

展体系 10~20年的长远发展规划，以打造产业地标、强县产业为目标，保持定力，稳扎稳打，一茬接着一茬干。 

3.2增强品牌溢价能力，擦亮名片创市场 

继续实施“硒有慈利”县域公用品牌为引领，产品品牌为支撑的品牌发展战略，在叫响叫亮“硒有慈利”的同时，鼓励引

导企业积极开展“三品一标”认证，积极创建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等，提升品牌软实力。 

3.3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集中资源强产业 

通过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加大财政投入，创造环境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等多种方式，集中资源加大对产业的投入，创新投资

形式，保障三大支柱产业平均资金投入达 5亿元以上，六大支撑产业平均资金投入达 1亿元以上，夯实资金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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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产业发展根基 

加大通风库、气调库、冷冻库等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物流体系；加大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成片示范区建

设，打造一流的农业产业园区，以现代产业园区示范带动全产业发展。 

3.5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筑牢产业主体根基 

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壮大产业发展主体，提升产业组织化水平，

力争培育 1家以上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6健全质量监管体系，保障产业持续发展 

建立覆盖慈利县的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加强对农业投入品的监管检测，确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3.7加强科研开发力度，提升精深加工水平 

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决定力量，着力改变当前产业初级加工的现状，引进先进工艺，加大科研开发和转化力度，实现就

地生产、就地加工、就地包装，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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