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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山区现代农业发展路径探析 

——以四川省巴中市建设现代山地 

高效特色农业园区为例 

程诺
1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 要】：建设山区现代农业园区对增强乡村产业支撑、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推动山区农业农村

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巴中市五区县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出该市在着力破解山地、科

技、加工、投入瓶颈建设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园区的有效经验，并分析面临的瓶颈制约，提出进一步提升标准、

延伸链条、聚集要素、创新机制，推动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园区 现代农业 山区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识码】A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正处于从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抓住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和资源禀赋优势发展

农业经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当前贫困山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四川省巴中市为例，通过深入该市五区县对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在总结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山区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突破口推动

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1 山区现代农业概述 

1.1山区农业的基本特点 

1.1.1生态资源的双重性。 

山区拥有较少的工业污染、较高的森林覆盖率、独特的地理气候等特点，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使山区具备发展生态农业、

绿色农业的先天条件；但作为生态重要涵养区的山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在农业发展上不能过度开发，需遵循自然规律，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1.2物质装备的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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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一般地处偏远，地势高低不平、弯多坡陡，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运输距离长、成本高。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普

遍落后，农业机械、温室大棚、喷灌滴管等许多现代生产设施推广应用较少。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农业从业

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相对滞后的物质装备条件和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很难对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持续的保障

和促进作用，农业发展水平和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1.1.3农业产业的多样性。 

山区森林资源丰富、立体性气候特征明显、生物多样性优势突出、农业产业类型丰富，生产的农产品与平原地区差异化特

征明显。因此，山区农业不能走平原地区单一、同质、大规模发展模式，必须深挖资源特色，推行绿色生态、特色精品、种养

循环、休闲养生农业发展模式，坚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培育优势特色产业是山区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 

1.1.4生产经营的分散性。 

山区耕地具有“块多、面小、分布零散”等空间分布特征，加之农户居住较为分散，造成农业生产经营的分散性，生产过

程中专业、细致的分工难以形成，使山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程度低，具有较强的小农经济特征。因此，如何在资源

零碎分散和小规模经营方式之上，寻求一条实现农业规模化发展道路是山区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1.2建设山区现代农业园区的重要意义 

现代农业园区是依附于一定的地理优势、硬件优势、技术优势和先进的管理体系，通过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增加农业生

产效率、拓展农业市场等方式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推动农业发展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

管理创新转变。“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当前全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但

由于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种制约，农业农村短板依然突出，发展相对滞后，巩固脱贫成果任务艰巨，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是推

动山区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1.2.1是打造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坚实基础和核心载体。 

建设山区现代农业园区，有利于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形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有利于补齐加工和

品牌等短板，培育壮大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有利于把山区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市场优势和竞争优

势，加快推进脱贫地区特色种养业有效提升，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2.2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抓手。 

建设山区现代农业园区，有利于改善基础设施、现代装备等生产条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有利于转化利用农业科技

成果，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科技贡献率；有利于发挥政策引领、技术集成和示范带动作用，促进

种养循环发展，提高水稻、小麦、玉米及高山果蔬、优质畜禽等供给保障能力。 

1.2.3是推动山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建设山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有利于吸引现代生产要素集聚，促进三产融合、企业集群；有利于回引农民工、大学生等群

体返乡下乡创业，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防止农村空心化；有利于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打造农业

产业强镇、三产融合示范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以点带面、梯次推进山区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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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巴中市建设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园区实践 

巴中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地处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全市丘陵、平坝约占总面积的 10%，山地占 90%。2020年，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 766.9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5.4%，增长率位于三次产业之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429元，比上年增长

9.0%。近年来，巴中市立足独特资源禀赋，坚定实施“456”产业振兴计划，在以建设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园区为抓手，努力

破除山区瓶颈制约，推动茶叶、核桃、道地药材、生态养殖等特色农业发展上作了积极探索。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县级以上现

代农业园区 51 个，其中以“黄羊+金银花”为主导产业的南江县现代农业园区成功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创建省级园区 5

个。全市核桃规模跃居全省第三位，通江银耳列入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南江县、通江县、平昌县列入全省精制川茶产业重

点县。 

2.1主要经验 

2.1.1着力破除山地瓶颈，推动园区规模壮大。 

坚持适度规模、连线成带，采取“特色产业带+产业园区+重点乡镇”模式，推动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全市农业园区

主导产业基地达 5.9万 hm2，配套规模养殖场 693个。建成通江—平昌茶叶、巴州—恩阳道地药材、南江—通江核桃、南江—恩

阳现代畜牧业、平昌青花椒等 5个集中连片的特色产业示范带，带动全市建成特色产业基地 20.6万 hm2，年出栏南江黄羊 22万

只、青峪猪 15万头、巴山土鸡 750万只。整理园区土地 4.6万 hm2、建设农田水利施 156处、园区道路 465km，全市特色农业发

展逐步实现了由“零敲碎打”向现代农业园区的转变。 

2.1.2着力破除科技瓶颈，筑牢特色品质根基。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院、四川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选育南江黄羊、川银耳 1

号、南江大叶茶等巴中特色优良品种 25个，建成种源基地 1333.33hm2，南江黄羊原种场成功创建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园区主

导产业良种覆盖率达 100%。分级分类制定生产、加工技术标准 16 个，研发加工新产品 20 余个。南江县现代农业园区创建了黄

羊产业“三站一联盟一中心”科技支撑平台，巴州区中药材现代农业园区建成集药用植物科普馆、智能大棚育苗、林下药材种

植等于一体的高标准良种繁育基地 76.67hm2。 

2.1.3着力破除加工瓶颈，延伸园区产业链条。 

先后引进培育四川好彩头、蓝润集团、巴山牧业、温氏集团、秦巴茗兰等龙头企业 92个入驻现代农业园区，其中国家级龙

头企业 3 个、省级龙头企业 14 个。建成农产品初加工设施 347 座，冷链冷藏设施 103 座，农产品初加工率达到 81%。蓝润 200

万头生猪全产业链建设项目示范引领全市生猪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自动化、智能化发展，建成后预计年加工肉制品 6

万 t、冷库仓储 2万 t。通江银耳现代农业园区现已开发出银耳饮料、银耳茶、银耳冲剂、银耳酒、银耳面膜、银耳保健品等深

加工产品，年产值达 4亿元。四川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建成食品饮料生产线 2条，实现饮料年产能 25万 t，年产值达 10亿元。 

2.1.4着力破除市场瓶颈，彰显园区品牌效益。 

集中培育巴食巴适、“巴中云顶”茶、“米仓山”核桃、巴山土鸡等市域公用品牌及南江黄羊、通江银耳、平昌青芽、恩

阳芦笋等县域公用品牌。“巴中云顶”等 7 个产品获欧盟有机认证，“米仓山”核桃获“天府七珍”品牌，南江黄羊、通江银

耳获中国驰名商标认证，南江金银花等 6 种优质农产品搭乘中欧班列远销欧洲。坚持园区、社区、景区同建，成功创建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1 个、省级乡村旅游强县 2 个、4A级景区 15 个、乡村旅游示范带 10 条。平昌青花椒园区坚持标准基

地建设、产品多元开发、市场营销整链打造，产地初加率达 90%，建成全国第一家青花椒交易场所，年交易青花椒 1.2亿元，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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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0年四川省现代农业园区现场会参观现场。 

2.1.5着力破除投入瓶颈，强化园区政策扶持。 

巴中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 7 个扶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的政策文件，建立健全了一个特色农业产业“一名市领导挂帅、一

个推进专班、一套推进措施、一套考核评价体系”的“四个一”工作推进机制。组建了国有农业投融资平台，构建“政府+银行

+担保+业主+村集体”的投入模式。三年来，全市累计储备园区项目 22 个 212.8 亿元，设立乡村振兴风险补偿金 1.5 亿元，整

合高标准农田等项目资金近 5亿元，撬动市农投集团、蓝润集团、普瑞制药等国有和社会资本 86亿元投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2.2存在的问题 

2.2.1建设标准不高。 

部分现代农业园区配套建设不完善、机械化程度低，完整的生产、加工、营销链条尚未形成。个别园区良繁体系建设滞后，

品种育繁推一体化有待加强。受山区耕地零散限制，产业集中连片不够。已制定的地方特色产业生产技术标准刚性实施不够，

通江银耳、南江黄羊、恩阳芦笋等特色产品缺乏产品质量标准。园区整体形象、基地规模、产业单产与省外发达地方存在较大

差距。 

2.2.2产业融合深度不够。 

部分园区未注重规划源头把控，忽视种养循环的内在要求，资源有效利用不足。园区建设融资困难，部分园区加工设备陈

旧粗放、技术含量低、冷链设施不完善，精深加工产品少，产品增值空间小。园区主导产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科普等产业

融合不够，功能开发受制约，不同程度地存在有吃的没玩的、有看的没耍的、有赚头没回头等问题，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 

2.2.3服务保障支撑不足。 

个别园区在功能分区、业态布局上界定不清，加之多数园区技术人员多为外地高薪聘请，人员不稳定，缺乏服务保障支撑，

产业链条容易中断。园区涉及乡镇、村协调配合不够，参与意识不强，各自为阵现象客观存在，不同程度制约园区发展壮大关

联性产业。个别园区建设、管理机构运行不规范，统筹协调力度不够，在项目实施、建设管理上缺乏系统性、整体性。 

2.2.4建设机制创新不够。 

入园主体多为返乡创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缺少对市场规律的充分把握和足够认识，存在发展定位不精准、风险防范意

识缺乏等现实困难，选择产业有盲目跟风现象。部分园内经营主体缺乏合作意识，乐于单打独斗，产业发展难以形成完整的产

业链条，造成大项目不敢做、难做成和小项目无人做、难见效的局面，带动农户持续增收、稳定增收的利益链条难以形成。 

3 巴中市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园区突破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坚持规划引领，提升园区标准。 

科学编制现代农业园区发展规划，突出种养循环、产业融合、产村一体、园村相融。围绕市域特色产业和县域优势产业，

对标省、市、县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标准和具体指标，完善园区发展规划、制定年度实施方案，推进良田、良种、良法、良机、

良制“五良”融合。坚持连片发展，壮大产业规模，按照北部山区 200hm
2
以上、南部低山区和丘陵区 333.33hm

2
以上的标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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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园区核心基地；坚持以标准化支撑产业化，加大农业生产加工技术标准推广应用，充分发挥现代农业园区的科学种养示范作

用；加强宜机化品种选育推广，引进推广适应山区特点的小型农业机械，提高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 

3.2坚持三产融合，延伸产业链条。 

合理布局园区产业形态，健全完善园区初加工、冷链物流、社会服务、文旅融合等产业业态，推进园区建设由数量扩张型

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分散经营向集聚发展转变，由单一农业向三产融合转变。积极发展果蔬冷藏、核桃、青花椒烘干、夏秋

茶生产等产地初加工，改造升级初加工设备，提升产地初加工能力。规划建设精深加工园区，培育一批茶叶、银耳、生态养殖

等大型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提升园区景观配套、公共服务、旅游接待等基础设施水平，大力发展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农耕体

验、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推进产业深度融合。 

3.3坚持要素聚集，激发建设活力。 

进一步整合乡村振兴、基础设施等项目资金集中投入园区建设，用好用活小额信贷、涉农融资担保等相关金融政策。探索

建立“园区+科研+企业+基地(农户)”发展模式，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建立健全园区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实施“公用品牌

+企业品牌+产品品牌”战略，做大做强“巴中云顶”“南江黄羊”“通江银耳”等地方特色品牌，支持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开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中国驰名商标认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拓展营销市场，接续办好秦巴农洽会，组织参加国内

大型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扎实开展中欧班列农产品出口，推动“巴食巴适”系列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增强

品牌知晓度、美誉度。 

3.4坚持创新机制，务实推进建设。 

分级明确现代农业园区创建责任，坚持“突出特色、系统谋划、梯次培育、逐级晋升”的工作思路，综合考虑财力物力人

力，有序有力地推行园区创建。着力构建国家园区为引领、省级园区为支撑、市级园区为基础、县级园区为补充的四级现代农

业园区创建体系，杜绝重数量轻质量、重申报创建轻建设巩固的不良现象。把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纳入党政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进行年度绩效考核评价。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J].北京：人民出版，2018. 

[2]孙宁，李存军，张骞，等.国内外现代农业园区发展进程及经验借鉴[J].中国农业信息，2019,31(3):27-38. 

[3]巴中市统计局.2020年巴中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巴中日报，2021-03-19(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