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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县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对策研究 

向思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 杭州 311300） 

【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这对于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彭水县顺应乡

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合理布局农业的发展,利用区域特有的优势形成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品牌优势不明显、农业产业链短和农业人才少的问题,本文就此分析彭水县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彭水县农业发展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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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重庆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切实做好“三农”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做优多品种、小规模、高

品质、好价钱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彭水县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的意见,大力推进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利用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逐步探索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充分挖掘农业潜力,对农民提升经济效益,具有意义深远的作用。彭水县在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过程中,紧紧围绕特色主导产业的种育繁殖为支撑,充分利用特有条件,来走好特色农业发展之路。彭水县

据此因地制宜,在“烟、芋、薯、畜、林”为主导的特色产业体系的基础上,利用区域独特优势形成烤烟、红薯、生态畜牧、中

药材、特色经济林、蔬菜等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2 彭水县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品牌优势不明显 

彭水县许多特色农产品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但是其在加工、包装以及推广营销上没有注重品牌的申报和品牌的效应,导

致无法占据更大的市场,难以获得更高的效益。从目前彭水县特色农业发展现状上看,主要以家庭式生产为主,专业化和规模化的

生产较少,且没有统一的要求和标准,没有进行统一的产品检测体系的检测,导致产品的标准无法同时满足大众的多样化的需求,

难以创建符合市场的品牌产品。 

2.2农业产业链短 

目前彭水县的农业主导产品只侧重产量和实用性,加工方面却不重视,多数产品未加工,精细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相对比较

少,这使得彭水县的特色农产品多数以最原始的形态进入市场销售,农产品的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不高。县域内龙头企业原本数量

就不多,并且普遍缺乏对特色农产品深加工的意识和技术,农产品的产业链条薄弱,进而特色农产品的经济效益相应较差。 

2.3农业人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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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彭水县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各地区农业劳动力资源少,懂技术、会经营的专业人才更少。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人,但是随着

沿海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为了更快地解决农业收入低的现象,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务工。一方面,在城市各方面条件的吸引

下,会导致这一部分的人不再回乡,彻底地脱离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在城市接受新事物的人们,即使最后回乡也不会继续从事农

业生产。这就导致了农业劳动力资源短缺,农业生产存在严重的问题。同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知识文化水平偏低,很难

及时掌握新的种植技术,大多数农民基本依靠经验或者紧跟他人的步伐,导致农业品种质量不能保证。 

3 彭水县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措施 

3.1建设特色农业品牌 

特色农业产品品牌化是以特色农业产品为载体,通过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的方式,来突出本土农产品的属性和认识,能够给

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收益。农业品牌的建设要以政府为主,要发挥好领头羊的作用。政府对于特色产品注册、申请

要高度重视,为企业发展搭建好舞台,积极营造良好的品牌建设环境。 

3.1.1建立统一标准体系 

彭水县晶丝苕粉大街小巷只要有工具就可以生产,但是散户生产的标准不统一,导致质量不高,销售困难。政府要科学规划,

探索出一条适合武陵山区发展的路径,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做好技术标准培训工作,把握行业整体发展态势,立足行业整体视角,

对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存、销售等建立一套完整、合理的标准体系和严格监管体系,杜绝伪劣假冒现象的出现,保证特

色农业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可以借鉴其他城市在特色农业产品品牌发展方面的经验,比如“丽水山耕”是现在发展势头强劲的特

色农业产品品牌,借鉴其在标准化建设方面的经验,促进行业交流与合作。 

3.1.2加大对农业品牌的宣传与推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时代所趋,要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农业效益为中心,以农业核心竞争力即特

色农业为重点,做好区域特色高效农产品的宣传与推广工作。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的导向作用,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消费者介绍

农业产品,重点以介绍“一村一品”为特色。继续维护与推广“彭水赶场”微信公众号,开发更多的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彭水特

色农业产品。此外也可以多参加有关部门举办的农业博览会、推介会,让彭水的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品呈现在全国人面前,凸显

彭水农业的魅力。 

3.2特色农业融合发展 

农业具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种功能性,农业多功能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这正好可以满

足人们需求层次改变的需要,要深挖农业的价值,尤其是特色农业体现的价值,推进农业产业和其他产业的相互融合,从而促进相

关产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农村经济的繁荣。 

3.2.1延长农业产业链 

全产业链延伸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原来单纯的农业种养殖模式,向农产品精深加工、销售等环节延伸,形成产加销一体化、全

产业链经营模式。要把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延长产业链的中间环节,要做大做强红薯、食用菌、油茶等农产品的深加工,

充分挖掘特色农产品的使用价值,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效益。 

3.2.2推动特色农业内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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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内部融合就是农业各子产业之间、不同品种之间,以利益最大化的和生态优先为原则融合的结果。要积极打造种养平衡

的方式,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原则。充分利用养殖场周边田地,将养殖业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

物,通过技术手段发酵,提供作物种植肥料。同时也要充分利用林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模式,进行林下种植魔芋、紫薯,养鸡、

养蜂等活动。例如黄家镇的农户,果树下种草、种豆,草和豆杆喂羊,把羊粪作为果树的生长肥料,建立了 350 余亩的生态种养农

场。 

通过种养平衡的方式,可以实现种植与养殖更好地结合,既能减少养殖对环境的污染,又可以减少种植的成本,更能提升农产

品的口感,突出特色农业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促进农业各产业的发展。 

3.3实施人才振兴战略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农业的发展更是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其一,提高人才引进力度。县政府要为农业产业吸引人、留住

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积极扩大对农业技术人才的财政支持。同时积极宣传和吸引返乡民工和其他各界

人民,利用乡愁、自我实现的需要留住人才,鼓励有技术、有科研成果的人入股特色农业的开发与发展。其二,加强农业人才培育

力度。邀请市内农林类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到县内讲座,或者进行远程培训指导,逐渐提高农民和农技人员的技能素质。其三,加

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政府要积极搭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继续与农业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合作,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实现技术第一时间与特色农业的发展结合,解决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缺人、缺技术的现象。 

4 结语 

彭水县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要从品牌建设、产业融合和人才支持方面下手,积极统筹协调发展,借助乡村振兴这一

背景,奋力推进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产业兴旺提供发展动力,为乡村振

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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