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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庄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探索 

——以贵安新区桥头村为例 

史肖蒙
1
 

(贵州城市职业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村庄发展的根本是产业的发展,贵州省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之后,积极

探索构建“一业为主、多业融合、共生发展”的乡村发展模式,以期通过典型引领和示范带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全面实施。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企业的带动作用,将乡村内外部要素进行紧密的结合,创造出有价值、有

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才能真正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贵安新区桥头村经过实践经验探索出“政府+公司+合

作社+基地”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更好地发挥了资金的价值,发挥了市场导向作用,发挥了农民主体的积极

性,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可以推广的产业融合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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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基于我国未来的全局发展,聚焦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思想,把乡村发展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十分重视的发展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则进

一步强调了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实质上就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的统筹推进,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之后全国各地广泛响应,全面展开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2019 年 10 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印发了贵州省“十百千”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在全省重点打造乡村振

兴 10个示范县、100个示范乡镇、1000个示范村,以农业产业发展为主线,探索构建“一业为主、多业融合、共生发展”的现代

乡村样板,通过典型引领和示范带动,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贵州省的乡村振兴战略也由此拉开帷幕,全省各地的乡村都在发展

中探索着适合当地的发展路径。 

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 

乡村振兴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作用十分重大、意义十分深远的系统工程,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就要把乡村的产业经济、乡村文化和生态环境“三位一体”整体发展。“三位一体”的发展中产业发

展是根本,只有产业发展了、产业兴旺了,才能够实现其他目标的发展。而产业兴旺的重要手段就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融合

发展是振兴乡村产业、提升农业竞争力、构筑乡村振兴物质基础的根本路径。产业融合不是一二三产业的简单相加,而是三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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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融合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促进,首先要依靠乡村原有的农业基础,再根据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新需求的研究,规划产业融

合发展方向。 

确定了产业融合发展方向之后,需要有政府的支持,更需要企业的积极参与。企业在乡村振兴中起到龙头带动的作用,具体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可以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物质资本。乡村大多具有丰富的土地、村庄景观等资源以及劳动力资

源,企业的投资可以为乡村启动一定规模的生产活动提供直接的资本支持,这往往是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第一步。二是企业可以

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乡村产业健康发展必须有专业的人才和技术作为支撑,企业则可以将相关的人才和技术转移至乡

村产业,进一步可以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和知识传授,带动乡村农民技能技术的提升。三是企业可以为乡村产业发展开拓更宽阔

的市场。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是密不可分的,传统的农村产业发展经常受制于缺乏销路,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可以在市场开拓方

面起到良好的效果。四是企业的参与可以深化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市场机制下产业的发展一定是多元化的,这有助于

深化乡村的“三产”融合发展。所以,一定要强化企业带动作用,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农民技能,加强现代农业配套改革等措施,共

同推进农村的产业融合发展。 

2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 

唐卫峻、陈宏民在其所著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产权交易创新》一书中指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在路径选择上,应该严格

围绕“农村”这个区域概念,针对农业及相关的二三产业开展融合创新,依托新技术、新业态、新要素、新模式和新产权,实现将

农、林、牧、渔业等第一产业的细分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中的细分产业所对接形成的社会生产体系的产业间分工在农村实现

内部化。 

这六类典型的产业融合路径高度概括了当前农村产业融合的路径方法,但是具体到特定乡村,则要根据乡村的物质环境条件

和经济基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编制乡村的产业振兴规划,在规划引导下,探索和扶持各种形式的产业融合,发展

新型产业业态,致力于形成乡村品牌,打造品牌乡村,走富有地方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道路,并使之具备一定的可复制性,进

一步带动地方各类产业的融合发展。 

3 贵安新区桥头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分析 

3.1桥头村发展基础 

桥头村位于贵安新区高峰镇南部,距贵安新区中心区 25 公里左右,距贵阳城区也仅有 55 公里左右。桥头是一个以布依族为

主的村寨,全村总人口 700多人,共 153户,下辖 4个村民小组,居住相对分散,有耕地面积 668亩,林地面积 2350亩。这里地势平

坦,以往主要是盛产水稻、马铃薯等为主的农作物,当地村民还零星种植折耳根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也有个别农户从事鸡鸭、鱼

虾的养殖,由于农业收入较低,村中的年轻人多以外出务工为工作途径。 

3.2桥头村发展模式 

2016 年是桥头村开始发展变化的关键之年。这一年,桥头村迎来了贵安新区委派下来的驻村书记,并且经过村庄的县道甘凯

线也在这一年开始修建。在驻村书记的带领下,桥头村先是完善了机耕道的建设,又逐步转变村民的思想,并开始谋划村庄发展之

路。村庄的发展离不开产业,但是原来的以水稻为主、单一产业结构的模式是无法为农民带来增收的。之后,在驻村书记带领下,

桥头村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先是以一定规模种植折耳根作为尝试,取得较好效益之后,开始扩大种植规模。至 2019年,桥头村的折

耳根种植达到了 200亩,产量产值稳定,持续带动村民增收。 

2019 年正值全省广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际,桥头村抓住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在获得政府的支持和倡导下,决定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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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作社+基地”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引进公司,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食用菌。该模式,即是在政府的主导下,由村集体

提供土地,由企业提供资金、设备和科学技术,培训农民掌握食用菌的种植、采摘、储存、运输方法,使村民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去。

不仅可以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同时,村集体作为合作社每年获得一定比例的分红,这不仅增加村民收入,还可以更好地发挥资金

的价值,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发挥农民主体的积极性。 

3.3桥头村发展模式取得的成效 

桥头村的“政府+公司+合作社+基地”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既是农业内部整合,又有多业态复合型发展路径的形式,在

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村庄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是发展成为全省的食用菌基地。与此同时,产业的发展也将外出务工的

年轻人重新吸引回到村庄,村中除了折耳根、食用菌产业外,正在进一步推广该发展模式,规划将其应用于蓝莓种植基地和畜牧养

殖中。 

现在的桥头村,以种植和养殖产业为主,已经探索出一条符合本村发展的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食用菌种植基地设施逐步完

善,产值稳定,有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全村折耳根规模化生产达 400 亩,畜牧养殖已经初具规模,蓝莓种植基地正在有序开发中,

村民年人均净收入约 12000元。伴随着产业发展和村民收入的增加,桥头村的村容村貌、文化氛围、治理方式等也有了较大的改

变。 

4 结论与展望 

从桥头村的产业实践发展中可以看出,找到一条适合特定乡村的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在宏观上能够优化村庄的产业结构、推

动村庄的经济发展,并且进一步的促进农民就业、增进村庄文化和生态的发展,从微观上看,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可以培育村庄经

济主体、催生出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通过实现乡村产业兴旺,进而引导乡村内部结构的发展和进步,如资本、技术、人

才等,并创造出有价值、有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如特色农产品、乡村旅游、乡村生态资源等。乡村振兴不能仅停留在喊喊口号、

整治一下乡村环境的状况。未来的乡村振兴,必然会结合精准脱贫攻坚,通过探索出的适合乡村发展的产业融合路径,走出一条城

乡融合、共同富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的道路,也真正实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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