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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秦巴山区贫困现状及乡村振兴路径选择 

徐孝勇 曾恒源
1
 

(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基于对四川秦巴山区部分县(市、区)的实地考察,总结了四川秦巴山区的贫困特征及致贫原因,并就

区内乡村振兴路径选择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技术创新能力弱以及资源开发

不合理是制约四川秦巴山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综合区内贫困现状及实地调查数据,构建了适合四川秦巴山区的

人才与科技振兴路径、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旅游产业发展路径和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四类发展路径能够有效促进

四川秦巴山区农村减贫,推动四川秦巴山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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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9年以来，党和国家便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由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

规模开发式扶贫、攻坚扶贫逐渐过渡到现阶段的综合开发与精准扶贫，并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1]。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顺利推

进，我国贫困的地缘性特征愈发明显，国家划出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现阶段我国扶贫攻坚主战场。由此，改变 14 个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面貌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并存与

交汇成为未来几年我国农村工作的突出特征[2]。四川秦巴山区地处四川省东北部，是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年来，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支持下，四川秦巴山区实现了经济发展上的重大突破，区内人民生活水

平明显上升，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但是，四川秦巴山区农村多维度贫困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单维度贫困形势依然严峻，已有

的扶贫政策和扶贫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农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需要[3][4]。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四川秦巴山

区贫困特征及致贫原因，构建了适合四川秦巴山区的人才与科技振兴路径、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旅游产业发展路径和城乡融

合发展路径，以期为促进四川秦巴山区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路径选择。 

一、四川秦巴山区贫困特征 

秦巴山区是我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其中，四川秦巴山区位于秦巴山区腹地，是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四川秦巴山区地跨绵阳、广元、南充、巴中、达州五市，涵盖 16个县(市、区)，幅员面积约 4.6万平方千米，总人

口约 987万(见表 1)。受地理条件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该区域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尽管国家和地方

政府为消除该区域贫困痼疾做了大量努力，农村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但未能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返贫问题较为严重[5]。 

表 1四川秦巴山区概况 

                                                        
1作者简介:徐孝勇(1972—)，男，四川西昌人，管理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商贸、欠发

达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曾恒源(1992—)，男，四川营山人，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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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市 县（市、区） 面积/km2 合计/km2人口/万人 合计/万人 

 绵阳市 北川羌族自治县、平武县 8842 40.2  

 
广元市 

昭化区、朝天区、旺苍县、 

青川县、剑阁县、苍溪县 
14778 264.5 

 

四川 南充市 仪陇县 1767 45966 110.6 987.3 

 达州市 宣汉县、万源市 8336 190.9  

 巴中市 巴州区、恩阳区、通江县、南江县、平昌县 12243 381.1  

 

如表 2所示，四川秦巴山区 16个县(市、区)中，有 9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区域内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均显著低

于四川省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2017 年末贫困区内发生率为 4.8%，高于四川省的 2.7%和全国的 3.1%，城镇化率仅为 40.7%，远

低于全省的 50.4%和全国的 58.5%。至 2017 年底，四川秦巴山区仍有约 47 万贫困人口、近 17 万贫困户未能脱贫，减贫任务艰

巨。综合实地调研数据发现，区域内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创新能力差、金融支持力度不足、基础设施不健全等特点，

且很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实质性改善，这就对我国的区域性脱贫攻坚政策制定和乡村振兴路径规划提出了更高要求。 

表 2四川秦巴山区贫困数据统计 

指标 四川秦巴山区 四川省 全国 

贫困发生率/% 4.8 2.7 3.1 

重点国贫县/个 9 36 585 

贫困村/个 1365 4195 30217 

贫困户/万户 16.8 — — 

贫困人口/万人 47.4 263.7 304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元 23153 30727 36396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收人/元 10387 12227 13432 

城镇化率/% 40.7 50.4 58.5 

 

注:表内数据均为 2017年末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全国及省域统计年鉴、县域统计公报。 

二、四川秦巴山区贫困原因 

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四川秦巴山区贫困成因复杂多样，不仅体现在人类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直接冲突上，也体现在人

类社会经济内部所产生的系列矛盾中。因此，促进四川秦巴山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必然是一项长期复杂的

系统工程，必须有重点地多方入手。本文分析发现四川秦巴山区贫困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地理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 

四川秦巴山区不仅是边远山区、革命老区，也是地质灾害多发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这是制约四川秦巴山区基础设施发展

的主要因素。受地形条件和地理区位限制，四川秦巴山区公共基础设施发展长期滞后，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相比省内

及全国其他地区有不小差距。基础设施条件不仅直接关系居民的生存质量和生活水平，也关系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潜力，

落后的基础设施无法满足居民健康、教育、医疗等生活需求，更无法为企业、资金和人才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这制约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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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经济聚集能力的提升，无法有效吸引外部资本的进入，没有形成规模性经济集聚区和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经济的外部

依赖性较高、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例，四川秦巴山区公路、铁路网络密度低、质量差，部分区县至今未通高

速路和铁路。因此，改变基础设施落后现状是提升区内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兴建基础设施不仅需要

资金和技术支持，还需要正确布局和谋划，以便能够发挥基础设施的最大价值。而兴建基础设施资金需求量大，单凭国家和地

方政府的资金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地方政府往往要求居民“自掏腰包”填补缺口，形成中央支持——地方配套——群众买单的

怪圈，更有施工单位降低标准、偷工减料，最终导致基础设施无法满足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局面。虽然近年来全国和地方政府

对秦巴山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增大，区域内基础设施条件逐步改善，但许多基础设施规划不合理，导致其经济价值大打折扣，

不足以支持地区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 

(二)人才缺乏，技术落后 

四川秦巴山区没有科研能力较强的高水平大学，没有大型的科技企业和先进的专业技术研究院，区内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企业经营模式陈旧、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区内农业经营模式仍以封闭、陈旧、分散的小农经济为主，农业部门对科

技的掌握和应用不足，没有形成先进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队伍水平不高，无法培养足够的、满足地

区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加之没有吸纳外来人才的环境和条件，导致人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另外，由于区内工资水平

低，就业机会少，劳动力保障机制不健全，加之企业进驻成本高、产品难以外销，投资吸引力小，导致当地自有劳动力流失严

重，这进一步增大了四川秦巴山区劳动力、特别是高级劳动力缺口，最终形成贫困——人力资源匮乏——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

由于实施区域性脱贫攻坚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人才和技术不可或缺，解决这一问题就变得更加迫切。 

(三)资源开发不合理 

四川秦巴山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是连接渝、陕、甘、鄂、豫的纽带和桥梁。涪江、嘉陵江等我国重要水系均

发源于此，水源丰富、气候宜人。区域内拥有颇具特色的经济作物资源，盛产银耳、茶叶、中药材、野生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

另外，四川秦巴山区旅游资源丰富、红色资源汇集，有 2 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29 处国家 4A 级及多处其他各级旅游景区，其

中不乏川陕苏区红军烈士陵园、剑阁红军血战剑门关遗址等红色文化旅游区和张飞庙、石门—明月峡古栈道等历史文化旅游区，

形成了一个生态、历史、红色文化融为一体的旅游资源富集带。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各行政区域封闭发展、零碎开发，没有形

成特色鲜明农产品品牌和强有力的旅游品牌[6]。 

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将促进四川秦巴山区农村减贫作为工作重点，并进行了大量投资与大规模开发，但财政扶贫资金

往往得不到合理利用，扶贫效率低下。一方面，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企业入驻后盲目扩张，政府又无法兑现

优惠承诺，导致企业和农民利益双双受损;另一方面，四川秦巴山区属于革命老区，又地处我国三级阶梯过度地区，地形高耸、

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由于规划和管理不到位，大量小规模的无序开发给当地环境造成巨大压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遭到

破坏。这种不合理的投资与开发虽然短期内给当地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不具备可持续性，无法有效提升地区自我发展能

力，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相反，盲目与低效开发给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资源环境遭到浪费和破坏，

地区可持续发展潜力受损。此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区贫困问题，反而阻碍了地区经济健康发展、

加重了持续贫困的风险，与乡村振兴战略“20 字方针”背道而驰。因此，对四川秦巴山区固有资源的合理有效开发是实现四川

秦巴山区乡村振兴的关键。 

三、四川秦巴山区乡村振兴路径探究 

消除农村贫困痼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2018 年 9 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我国“三农”工作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农村工作重点。基于四川秦巴

山区贫困现状，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格局，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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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性目标至关重要。通过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本文总结了四川秦巴山区贫困特征和致贫原因，并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构建了四类适合四川秦巴山区的乡村振兴路径。除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外，四川

秦巴山区应当以人才和科技振兴为基础，制定先进的人才引进和培养体系，解决技术和人才困境;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关键，

依托特色农产品，解决农业产业化困境;以促进旅游开发扶贫为重点，发展红色文化、历史文化和生态旅游，解决旅游产业发展

困境;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为根本，提升城市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协同性，解决城乡权利不平等困境。四类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路径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以人才与科技振兴为基础 

人是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和使用者，也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主体。因此，人才振兴与科技振兴应当作为四川秦巴山区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这就要求建立一套培养和吸引先进科技人才的制度和体系[7]。例如制定合理的人才引进补贴政

策、技术引进补贴政策、专利发明与申请补贴政策、新产品开发补贴政策及其他补贴政策;依托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对口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政策，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力度、重视高等教育投资，优化高等教育奖助体系;还

要做好先进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带动农村扶贫和农民就业。另外，在技术振兴方面，还要利用好互联网

这一现代信息技术载体，改善区内通信基础设施，建立“信息秦巴”，以促进秦巴山区信息化发展、减小地区间的信息不对称;

促成贫、富地区信息互联互通，实现产品和服务实时跨区域无障碍流通，提升秦巴山区经济活力。以此为基础，建立“数字秦

巴”，整合精准扶贫大数据，实现对扶贫动向的实时掌握和对扶贫进度的全面跟踪;建立“智慧秦巴”，完善贫困人口网络精准

识别辅助机制，提升贫困对象识别准确度，提高扶贫资金利用效率;建立“惠农秦巴”，打造“互联网+秦巴特产”，为秦巴山

区优质农产品寻找出路，为促进秦巴山区农业产业化提供新动力;建立“美丽秦巴”，打造“互联网+秦巴文化生态旅游”，为

实现秦巴山区美丽乡村建设、优秀文化传承和自然资源保护提供可行方案。上述发展方案不仅能够促进四川秦巴山区人才振兴

与技术进步，还能推动四川秦巴山区信息化发展，并利用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与跟踪、获得

足够的扶贫信息反馈。如此才能实现人才、技术与经济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最终提升四川秦巴山区人才自给能力和科技创新

能力并助推四川秦巴山区乡村振兴。 

(二)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关键 

四川秦巴山区目前没有大规模发展工业的基础和条件，因此产业选择上应以农业为基础，将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推进农业

产业化发展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关键[8]。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对象方面，应当以各县(市、区)特色和优势农副产品为依托，

要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合理整合农副产品资源，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区农产品品牌，以加强市场定价权、提高竞争力[9];在农

业产业化发展模式选择方面，应当在因地制宜的大前提下灵活多变，充分考虑企业、农户和政府的利益，选择具有前景和生命

力的农业产业发展模式，最终实现多方共赢。综合实地调查数据和研究结果，表 3 给出了四川秦巴山腹地“三县一市”的特色

农业产业选择状况和部分先进的农业发展模式。就“三县一市”而言，区域内特色农产品品质高、产量低，应当在充分重视品

质和品牌建设的基础上，合理扩大种植规模、适度提高销售价格、提升产品附加值、发展可靠的销售渠道。如万源市珍珠花菜

系列产品通过欧盟食品质量认证标准、获准远销欧盟各国，大大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这一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优势农产品由于产量较高、开发难度小，适合进行推广和整合、扩大种植规模、形成地区主导农业产业，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10]

。 

表 3四川秦巴山区“三县一市”农业产业模式选择 

县（市）名 特色农产品 优势农产品 先进农业产业模式 

万源 富硒绿茶、珍珠花菜、旧院黑鸡 清脆李、马铃薯 五小庭院经济、篱笆园+N 

宣汉 桃花米、牛肉、蓝莓 清脆李、中药材、食用菌 土地托管、90145利润分成模式、稻田+、芦笋+ 

通江 通江银耳、葡萄酒 葡萄、香菇 整村流转+农民人社+劳务返包+按股分红 

南江 翡翠米、黑木耳、黄羊 大茶叶、中药材、山核桃 巴山新居+特色农业+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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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和作者整理 

创新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不能仅依靠单个农户，还要联合当地农业产业园区和农产品加工公司，形成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构建良好的农业产业生态。可以联合农业开发公司，通过土地流转、运用新型经营方式、实施新型利润分配模式，实现农业规

模化和产业化;其次，要考虑农村劳动力流失的现实，充分优化土地托管方案，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实现公司和农户双赢;再次，

要充分依托农产品加工公司，改进农产品加工技术，形成先进、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农业

产业振兴。最后，较为分散的农户可以实行“五小庭院经济”(小畜牧、小种植、小果木、小加工、小商贸)经营模式，这是四

川秦巴山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有益补充，能够通过充分利用房前屋后资源，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为单个农户的脱贫致富提供了良好的自主脱贫解决方案。 

(三)以旅游产业发展为依托 

表 4四川秦巴山区旅游资源统计 

省名 市名 县（市、区）名 
国家 5A级旅游 

景区/个 

国家 4A级旅游 

景区/个 

国家 3A旅游景 

区/个 

其他省级以上旅 

游景区/个 

 
绵阳 

北川 1 4 1 33 

 平武  1  11 

  昭化  2  13 

  朝天  2  11 

 
广元 

旺苍  1  14 

 青川  4 2 7 

  剑阁 1 2  15 

四川 
 苍溪  3 1 16 

南充 仪陇  1  12 

 
达州 

万源  1 2 13 

 宣汉  3 4 11 

  通江  4 1 6 

  南江  1  11 

 巴中 平昌    8 

  巴州    9 

  恩阳     

 

注:数据来源于作者整理 

推动四川秦巴山区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还必须依托其丰富的生态资源，对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进行积极合理开

发[11][12]。表 4给出了秦巴山四川片区 16个县(市、区)的文化、生态、红色旅游景区相关数据，能够看出，除巴中市的部分区县

域外，区域内其他县(市、区)均属于旅游资源富集区，有进行旅游产业开发的基础和条件。通过具体研究，充分考虑了四川秦

巴山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运用 SWOT 分析法总结了四川秦巴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策略(见表 5)。分析结果

表明，四川秦巴山区具有良好的旅游产业开发前景，中国旅游市场规模庞大、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章制度日趋完善，能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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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消除旅游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威胁[13]。因此，在尊重四川秦巴山区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和吸取国内外旅游产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应当积极合理开发区内旅游资源。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要将当地的扶贫工作融合进来，让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成为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有效依托。 

表 5四川秦巴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 SWOT分析 

外部影响 

内部环境 

优势(S) 

1.旅游资源丰富、保存完好 

2.多省交界、旅游区位优势明显 

3.旅游景区密度高，带动作用强 

4.短期效益明显 

劣势(W) 

1.开发程度低、难度大 

2.交通条件差、配套设施不足 

3.景区分割管制、联动困难 

4.宣传成本高 

机会(O) 策略(SO) 策略(W0) 

1.打造环境和经济共赢经济模式 

2.形成新的地区经济增长极 

3.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发展 

4.促进新型城乡融合发展 

1.利用资源优势，进行合理开发 

2.加强文化旅游与红色旅游培育 

3.大力开拓旅游市场 

1.完善地区交通及旅游配套基础设施 

2.打造连贯的旅游交通路线 

3.打破地域分割、做好宣传 

威胁(T) 策略(ST) 策略(WT) 

1.旅游资源同质化 

2.恶性竞争与环境破坏 

3.地区间协调合作难度大 

4.运营和管理制度不健全 

1.发挥地区特色，融人风俗文化 

2.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整合旅游资

源，进行充分合作 

3.优化管理规划，形成旅游品牌 

1.充分熟悉本地旅游资源的特点，转化内部优势 

2.着眼长远、正确规划、扬长避短，规避外部威胁 

 

根据四川秦巴山区旅游资源分布状况和 SWOT策略分析结果，文章总结了四类创新旅游资源开发模式(见表 6):一是主题式旅

游资源开发模式，四川秦巴山区乡村生态、红色文化、历史资源各具特色，自成一体又相互联系，因此可形成乡村生态游、红

色文化游、历史文化游三大旅游主题。二是线路式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可根据地形地貌，交通网络等条件，形成四川秦巴山区

主干旅游大环线、蜀道历史文化旅游线、嘉陵江生态、文化、历史旅游线和秦巴山区南部生态乡村旅游线。三是片区式旅游资

源开发模式，以形成绵阳、广元为基础的大熊猫栖息地旅游片区和以巴中、达州、南充为主体的巴、达、南旅游片区。四是策

略式旅游资源开发模式，依据区域内不同景区开发情况，形成政府主导型、生态优先型、城乡共融型、景区带动型和社区参与

型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对四川秦巴山区而言，四类新型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并各有优势。可在完善景区规

划、管理制度和配套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实现多种模式并行，以促进四川秦巴山区旅游产业跨越式发展，为秦巴山区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提供新动力。 

除对固有旅游资源进行积极合理开发外，基于四川秦巴山区丰富的乡村特色，应当积极引导当地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事实

表明，乡村旅游不仅是旅游精准扶贫的核心，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因此，四川秦巴山区可以依托良好的农村生态环

境，建立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和特色农业产业园，培育乡村观光游、农业体验游等农旅一体化产业。这对于民俗文化传承、

农村环境治理、村落风貌改善、传统农业规划、农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均具有重大意义。 

表 6秦巴山区旅游资源开发路径探索 

模式选择 模式细分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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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乡村生态游 1.玉堂山农旅生态游 

主题式 2.红色文化游 2.川陕苏区红色文化游 

 3.历史文化游 3.蜀道历史文化游 

线路式 

1.主干旅游大环线 

2.蜀道历史文化旅游线 

3.嘉陵江生态文化历史旅游线 

1.绵阳一广元一巴中一达州一南充旅游环线 

2.南充嘉陵江沿岸旅游线 

片区式 
1.大熊猫栖息地旅游片区 

2.巴达南旅游片区 
1.王朗一雪宝顶自然保护区游 

 1.政府主导型 

2.生态优先型 1.广元唐家河旅游资源开发区 

策略式 3.城乡共融型 2.米仓山生态保护旅游资源开发区 

 4.景区带动型 

5.社区参与型 

3.广安小平故里带动型旅游资源开发区 

 

(四)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根本 

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路径。目前四川秦巴山区城镇

化率较低，在实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要实现城乡

融合发展，必须正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化战略的关系。乡村振兴战略旨在革除农村居民物质贫困、权利贫困与能力贫困，

促进城乡居民机会平等，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与城市化战略并不冲突，振兴乡村并不意味着我国城市化发展

步伐需要放缓。反之，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与城市化发展战略有效契合，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这也是推动农

村减贫的又一重要手段。受地理条件限制，四川秦巴山区无法形成较大规模的城市群和辐射性较强的区域经济中心，已有城市

的辐射功能也远不及平原地区。基于四川秦巴山区大分散、小集中的人口分布特点，可将小城镇作为四川秦巴山区城乡空间布

局融合发展的核心，将小城镇发展成为连接城乡的纽带。这种以小城镇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不仅能够改善农业人口市民

化进程滞后和过快城市化带来的不适应等问题，还能够降低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保障负担、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因此，四川秦

巴山区要以小城镇发展为核心，大力推进小城镇规划布局，推进城乡空间布局融合，进而推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融合、

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融合以及城乡环境治理融合。 

更进一步地，要真正实现城乡融合，还需大力推进四川秦巴山区城乡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传统观念认为，农村只需要发

展好第一产业，而城市只需要做好二、三产业。但历史表明，这种观念对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形成长期桎梏，与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乡村振兴的实际需要背道而驰。因此，应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将四川秦巴山区的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转

移和农村产业体系建设结合起来，延申城乡产业价值链、形成城乡产业价值网，逐步实现该区域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此外，四川秦巴山区城乡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应与上述农业产业化进程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深度结合，鼓励开辟产业融合发展新

空间和创新产业融合新模式。最后，四川秦巴山区城乡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必须让利于民、让惠于民，建立紧密的农民、政府和

企业利益连接机制，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只有做到上述几点，才有望实现四川秦巴山区产业兴旺、农民富裕和生态

宜居，进而达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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