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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振兴的南县发展探索 

徐珺
1
 

(中共益阳市委党校,湖南 益阳 413000) 

【摘 要】：乡村振兴是围绕我国“三农”问题实施的重大战略部署，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根本动

力。乡村产业振兴是一项高投入、高技术的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各地普遍面临参

考经验缺乏、体制机制滞后、涉农项目资金短缺、科技创新乏力、研发与实践脱节等问题。本文以南县发展稻虾产

业的探索实践为分析对象，详细介绍南县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的具体做法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新的

做法，为其他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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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重点在于产

业振兴。益阳南县地处湘北洞庭湖冲击平原，地势平整，土质肥美，江河密布，气候适宜，是水稻种植黄金地带。长期以来，

南县是全国闻名的产粮大县，水稻则是其主要种植物。近年来，由于产能过剩、水稻品种改良进度慢、品牌建设推进难、消费

者习惯升级等，南县稻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和严峻考验，其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农户的收入跟着紧缩。按照推进产

业兴旺总体部署，南县解放思想、发挥优势，积极推广“稻虾共养”生态种养模式，着重发展稻虾产业。为了打响稻虾品牌，

带动县域农户脱贫致富，实现稻虾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相互促进互融互通的格局，南县把稻虾产业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来谋划

和布局，改革体制机制，强“稻虾产业”发展之“根”;强化品牌建设，壮“稻虾产业”发展之“干”;培育示范带动典型，繁

“稻虾产业”发展之枝；突出科技支撑，茂“稻虾产业”发展之“叶”。 

1 改革体制机制，强“稻虾产业”发展之“根” 

体制机制不畅已成为阻碍“稻虾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南县为了破解体制机制桎梏，培育适宜“稻虾产业”的强壮“根

系”,于 2019年设立了专抓稻虾产业发展的稻虾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正科级事业单位),先后编制了《南县现代农业发展建设规划》

及《南县现代农业产业园(稻虾)建设规划(2019-2022)》,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稻虾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做强做优稻虾

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意见》等文件。 

一是创新项目资金整合机制。在符合各级政策要求的基础上，对涉农资金进行整合优化，重点保障稻虾产业发展优先支出。

优化整合农业综合开发、新增粮食产能、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涉农项目资金，统筹使用形成“多渠道进水，一个龙头出水个”的

格局，重点支持稻虾产业发展。2019 年南县整合涉农资金达 3.2 亿元，其中近 2 亿元用于稻虾产业龙头企业培育、示范基地建

设、科技创新研发、市场渠道拓展、品牌培育推广等方面。 

二是创新引导激励机制。“政府搭台，企业农户唱戏”。不断完善产业引导政策，引导企业和农户加入稻虾产业发展中来。

引导企业方面，对进行规模经营、生产优质品种、高端农产品，设备升级改造，开拓一二线城市市场的企业进行奖补。引导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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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方面，通过产业分红、优价供应种子等生产资料、免费技术指导、优价农机服务、订单保底收购、劳务用工、应急支助、免

费信息共享等措施，引导农户发展稻虾产业。为了降低农户种养风险，政府鼓励和支持农户购买稻虾养殖保险，主动承担 50%

的保险费。 

三是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出台了《南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奖励办法》,鼓励农户将土地流转给种养大户、农村合作社、龙

头企业。对签订 3年以上流转合同并实现经营面积达 300亩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一定奖励，并对乡、镇、村给予相应奖励。 

四是创新利益连接机制。稻虾产业发展过程中，注重构建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稳定利益连接机制，形成了委托帮扶、产业

帮扶、用工帮扶、直接帮扶等长效机制，从而带动农户脱贫致富。比如南县龙头企业溢香园通过提供优良品种，保底收购农户

粮食，既保证了 7 个贫困村及多个自然村农户的利益，也确保了溢香园公司的原料品质及供应，实现公司和贫困村及自然村农

户利益双赢效果。目前，该企业已实现委托帮扶 87户、产业帮扶 147户、带动农户 35440户，其中贫困户帮扶 102户，共计帮

扶 1005人，平均每户增创收入 1500元左右。 

2 强化品牌建设，壮“稻虾产业”发展之“干” 

南县传统集中种植的水稻品种——黄花粘，市场竞争力弱，亩产利润空间较低，要提农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就要

求强化品牌意识，努力培育能被市场认可稻虾产品品牌，不断提升稻虾产业发展主干的支撑力、生命力，让稻虾产业发展之树

能支撑乡村振兴。 

一是注重产品品质。首先，选育优良品种，提高稻虾产品竞争力。通过对优质水稻品种进行对比试验和示范，选定全县稻

虾米重点推广品种。其次，完善技术推广体系，实现标准化种养。颁布了《稻虾生态种养技术规程》《南县小龙虾》等多个省级

以上标准，严格种养标准。同时，对全县养殖大户进行标准化种养培训。最后，制定监管办法，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制定了

《南县稻虾种养投入品监管办法(草案)》,并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检查门店 150多家，抽检样品 200多个，监督种养基地建

立生产档案，确保流通环节产品品质。 

二是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大力推进稻虾种养区域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现已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稻虾产品达 19个，

“南县小龙虾”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南县稻虾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同时，加强区域稻虾米品牌的培

育、认定、宣传。为了实现产品标准化、规范化，初步建立了使用“南县稻虾米”公用品牌的准入制度。 

三是拓展稻虾销售市场。优质稻虾产品不仅要“稳得住”本地市场，也要积极“走出去”。首先，整合本省资源，先在本

省范围内作好产销对接，使稻虾产品“稳得住”湘土。比如南县政府主动对接以销售小龙虾为主的长沙现象级网红餐饮文化品

牌“文和友”,开展深度合作。其次，引导企业、协会利用好电商、展会、商超等渠道，让稻虾产品“走出去”。为了使稻虾产

品“进电商”,建立南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内设有 8 个服务中心，包括了物流配送中心，稻虾产业服务区，促进 45 家电子商务

企业的发展，带动建立 641 村级服务站，从而实现所有行政村电子商务的完全覆盖。完善县域范围内物流配送体系，有效整合

供销 E家、雨后中国的线上销售渠道和线下运输能力。与多家电商平台合作，已开设农村电商网店 80余个。在“进展会”方面，

定期组织“南洲稻虾米”“南县小龙虾”等优质产品赴一二线城市参加展销活动，提升了南县小龙虾、稻虾米知名度。在“进

商超”方面，鼓励企业在全国各地开设销售网点、专销店和柜台，提高稻虾米市场占有率。 

四是创新品牌营销路径。通过选送特优品牌稻虾产品参加国际大赛，提升产品国际影响力。2019 年“南洲稻虾米”斩获巴

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在北京天安门《辉煌中国》地域成果展商，《南洲稻虾米、南县小龙虾》宣传展板主展厅展出，反

响较好。先后邀请、接待上级主流媒体 38批次，刊发稻虾产业宣传稿件 100余篇。成功举办了特色小龙虾捕捞节、“我来扮禾”

庆丰收等节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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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育示范带动典型，繁“稻虾产业”发展之枝 

依托品牌优势、精准定位、以创新抢先机，打造稻虾产业发展的示范典型，形成典型示范带动作用，让稻虾产业促脱贫的

枝头繁花灿烂。 

一是打造稻虾产业发展示范点。为助推南县稻虾产业实现规模化、现代化，南县在南山村启动了生态稻虾第一村产业示范

园项目，着力推进土地流转，让农户变股民；着力推进金融助农，通过城投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资金达 4

亿元；着力推进河湖治理、农田水源、村容村貌、生态环境、产业结构“五个方面”升级改造，使之成为稻虾产业发展的示范

点。 

二是建设稻虾示范基地。目前，全县已建立了 8 个万亩稻虾产业示范基地，22 个千亩稻虾产业示范园区，并成功打造了省

级稻虾产业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稻虾示范基地采用“示范基地+龙头公司+村级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形成“产学研”一体化，

极具竞争力稻虾产业集群，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 

4 突出科技支撑，茂“稻虾产业”发展之“叶” 

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方面的动能减弱，农产品安全问题频发，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农

产品竞争力下降、农村劳动力紧缺等问题都制约乡村产业振兴。在这种情况下，将科技创新以知识、信息、技术等新生要素运

用到乡村产业发展中，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农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南县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稻虾产业

效益变革中的作用，并将其应用于生产端、加工端、流通端和消费端中。 

一是生产端，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完善稻虾种养技术。已有 10所国家级、省级科研院所合作在南县设立科研试验基地，

组建稻虾产业技术攻关团队，开展稻虾田优质水稻种养、小龙虾种苗繁育、“稻虾+螃蟹”新模式、绿色防控等技术研究并有所

突破，已有一家企业成功申报省级小龙虾两种繁育场，每年减少 50%以上化肥、农药投入，提升了稻虾米品质，提高了农民种粮

收益。 

二是加工端，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稻虾产品精加工。南县龙头企业为小龙虾加工行业的技术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

比如顺祥食品有限公司被授予“中国小龙虾养殖和加工产品研发中心”“农业产业化国家工作重点龙头企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贸

易出口模范企业”,拥有自己发明专利达 30 多项，其中汤料虾还获得湖南省社会科学管理技术成就奖，该公司生产的小龙虾出

口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小龙虾产品深精加工的发展趋势加快。 

三是流通端，创建信息化集散平台，实现生产和市场信息共联。通过搭建了“洞庭虾网”服务平台，实现企业、市场和农

户间价格信息共享，建立种养基地、农户、加工企业、冷链物流平台的利益新联结，为多方提供综合性服务。 

四是消费端，推进质量溯源系统建设，保障消费者权益。稻虾基地建设有智慧农业系统，在物联网技术地加持下，可以实

现对稻虾种养殖全溯源管理，提高稻虾产品的契约属性，从而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 

乡村产业振兴需要触及很多农业转型升级等深层次问题，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还有太多的痛点、难点需要破解。

从县级这个层面上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会存在共性问题：制度改革阻力羁绊、市场把控能力欠缺、技术创新力度不够、

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农户固有观念难移、资金缺口大等，还有一些个性问题，比如资源禀赋和发展现状千差万别，各地面对的

问题和困难各不一样。因此，乡村产业振兴不能机械地照搬和复制，应该创造性地借鉴优秀经验，根据各自资源禀赋、量体裁

衣，精准施策、系统推进，才能交出令人满意的乡村产业振兴“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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