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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凉山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分析 

龙梅
1
 

（重庆财经学院，重庆 401320） 

【摘 要】：四川凉山是全国典型的人口低收入山区之一，农业是州内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山区人口文化

水平偏低，加上山区地势陡峭，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粗放化、生产技术水平不高、生产效率低的特点，使得农

民种植收入仅能维持生计。分析了凉山优势特色农业的发展模式，总结了其发展良好的原因，为其它县农业的发展

提供借鉴，助推凉山地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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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76%的低收入群体居住在山区，并且主要依靠农业产业获得收入。但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人口素质等原因影响，山区

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量、质量低，且由于交通不发达，山区向外拓展农产品市场困难，农民农业经营收入只能维持生计。

经过全党各族人民的努力，在现行标准下，2020 年我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节点上，两会《政

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脱贫地区的产业健康发展是农民获得

可持续收入、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因此，分析贫困地区的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模式，为贫困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

示，有助于乡村振兴伟大战略的实现。 

位于四川西南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通过政府赋能及社会各界的各种扶贫项目帮扶，

截至 2020年，凉山各贫困县已实现脱贫。农业是四川凉山大部分地区的主要产业，以农产品种养殖、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农业产

业是四川凉山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文章分析了凉山优势特色农业的发展模式，总结了其发展良好的原因，以

期对其它县农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助推凉山地区乡村振兴。 

1 凉山农业基本概况 

凉山立体气候特征比较明显，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温度适宜，非常适宜农作物生长。凉山州内盐源苹果、雷波脐橙、会

理石榴、金阳青花椒等农产品品质优良，深受各地消费者喜爱。目前，盐源全县苹果种植面积 2.75 万 hm2，年产量 54 万 t，年

产值 22 亿元；雷波全县脐橙种植面积 2000hm2，年产量 2.9万 t，年产值 5.8 亿；金阳全县青(红)花椒种植面积 6.9 万 hm2，年

产量 1.1 万 t，产值 10.96 亿元；会理全县石榴种植面积占全省的 92%，年综合产值 50 亿元。这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生产

创收为当地脱贫致富目标的实现贡献了大量力量。文章搜集整理了凉山以上特色优势农业发展资料，总结了其发展良好的原因，

希望对凉山其它农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以提高凉山地区的造血能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 

2 凉山典型优势特色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分析 

2.1狠抓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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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农业，种植农产品只是致富的第一个环节。开拓市场、打开销路，将农产品销售到市场获得收入才是致富的关键

环节。凉山地市险恶、多山地和断裂谷导致凉山与外界连通的交通运输系统不发达，使得凉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向外界市场的成

本高。为了让本地优势农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各优势特色农业主产区一边狠抓产品品质，提高农产品市场认可度；一般狠抓

市场营销，提高农产品市场知名度。 

盐源借助各种扶贫力量先后与沃尔玛、家乐福、永辉、华润万家、百果园等大型商超签订购销协议，一方面证明盐源苹果

品质获得了这些大型平台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为苹果批量销售奠定了基础。随着电商在农村的渗透，盐源借助电商/微商等新型

销售方式拓展苹果销售市场。为促进此种新型销售方式的发展，盐源县已建成县、乡、村相互协同的物流运输系统，具有 1 个

县级电商服务中心，29个乡服务站，119个村服务点，23家快递物流企业。在盐源县“电商+苹果”产业发展的推动下，盐源县

2019年苹果电商交易额达 13亿元，部分品种电商销售占总额的一半以上。 

雷波县积极开展“线上+线下”的营销模式，一方面由种植中心授权种植大户或合作社在各大城市开设雷波脐橙专卖店；另

一方面，积极探索线上销售模式，在苏宁、天虎等电商平台开设专营店。为服务脐橙线上销售，完善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设施

配套，建设了 20 个乡子商务服务站、100 个村服务点。为了增强脐橙价格的市场竞争力，根据市场供需制定脐橙质量分级和定

价标准。 

金阳县一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府主抓，企业带动农民组建青花椒营销体系，在开拓销售市场的同时规范市场秩序，

避免恶意竞争和随意定价，形成青花椒生产销售良性互动的局面。同时，金阳县还引进或鼓励本地商人投资青花椒加工厂，不

仅有利开拓了青花椒销售市场，还有利于本地人分享青花椒加工环节的增值。此外，宣传是拓展市场的关键手段之一，一方面，

金阳县举办青花椒节，提高金阳青花椒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加快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和信息体系，通过网络发布并收集花椒销售

信息和需求信息，使金阳成为花椒集散中心和信息中心。 

会理成立石榴营销协会，培养专业营销合作社和营销大户；开展“互联网+”行动，在京东、淘宝、乐村淘等大型的电商平

台上注册销售石榴。为促进电商的发展，成立了 10 个电子商务协会，建设了 123 个乡(镇)村物流点。培育了销售额 1000 万以

上企业 7 家、销售额 500 万以上企业 12 家、微商/电商从业主体经营主体 3000 多户，实现石榴电商交易量 14 亿元，其中网络

零售额 4.2亿元。 

2.2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经营 

盐源县实行“企业+基地+农户”产业化模式，全县共有 18600户苹果种植户，112家苹果专业合作社，86个苹果家庭农场。

目前，盐源全县苹果种植面积 2.75万 hm2，占四川总种植面积的 65%；苹果年产量 54万 t，占四川总产量的 75%。此外，合作社

还与大型商超或大型电商平台合作，实现苹果规模化销售。 

雷波县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鼓励有资金、有技术、有信息、有市场的企业投资脐橙产业，推动脐橙规模

化种植，并建设优质脐橙产业示范园。目前，雷波全县共有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 86家、家庭农场 23家，其中国家示范社 1家，

省级示范社 2 家。在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 135km 的区域内种植了 2000hm2脐橙，产量达 2.9万 t，产值约 5.8 亿，带动 1.5万农

民群众脱贫致富。 

金阳县扶持和培育青花椒种植专业乡、专业村、专业大户和高产示范片，促进青花椒种植规模化、专业化。截至 2020年，

金阳县青(红)花椒种植面积 6.9 万 hm2，产量 1.1万 t，产值 10.96 亿元；从事青花椒种植的农户数达 27041 户，其中青花椒年

收入 20万元以上的大户 300余户、10万元以上的大户 800余户。 

会里县为克服小农模式种植的缺点，扶持建立 736 个农业合作社、939 个家庭农场、16 家农业龙头企业，建成 1333.33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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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6个，有利推进了石榴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标椎化发展。截止 2019年，会理石榴的种植面积占四川

省石榴种植面积的 92%、全国石榴种植面积的 26%，石榴果品产量 70 万 t，实现综合产值 50 亿元，对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贡献率达 50.37%。 

2.3创新新产业，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 

通过技术及商业模式创新，将农业与农产品加工、流通、服务业等交叉融合，拓展农业产业链，能使农民分享农业种养殖

在这些环节的增值收益，促进农民增收。 

盐源县一方面延长苹果产业链，引进或建设加工企业，对苹果进行深加工，在解决苹果批量销售问题的同时，使本地人能

分享苹果产业在这些环节的增值。另一方面，围绕苹果种植这一核心产业，以打造绿色、生态、循环产业群为目标，发展药材

种植和生猪养殖业。 

雷波县引进企业，在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 135km的区域内打造“百里脐橙长廊”，发展“农旅”项目。项目以脐橙专业化、

标准化、产业化种植结合脐橙生态旅游为目标，建设山水田园综合体，打造“半岛经济”圈。 

产业创新方面，金阳县大力发展林下套种套养立体林业经济，推广青花椒与白魔芋间套种，实现了土地集约利用，并促使

农民增收 3500 元/667m2。青花椒深加工方面，青阳县建设了集生产研发和交易为一体的青花椒产业园区，对青花椒进行冷藏、

烘干、研发、仓储，为当地群众创造就业机会。 

产业创新方面，一方面，会里围绕石榴种植端，发展“草(果园生草)畜(养殖业)沼(沼气渣液)果(石榴)”循环农业模式，

建成了 3个种养结合示范园区；另一方，建设了 23.8km2的“会理石榴文化田园综合体”，发展旅游业，带动 5000多农民就业。

石榴深加工方面，会里引进企业并先后开发出石榴饮品、石榴护肤品等系列特色产品，实现年处理石榴鲜果 3万多 t。 

2.4利用科技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创品牌 

借助科技力量有利于推进农产品品种创新、农产品种养殖技术现代化，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促进特色农业向高效、

安全健康和绿色发展。 

盐源县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目标，组织农户到苹果主产区参观、学习、交流，提高农户苹果种植管理技术，帮助农民掌

握现代化技术。引进“现代矮砧集约化高效栽培模式”种植苹果，不仅易于机械化操作，还能明显提升苹果品质及产量。 

雷波县聘请省农科院专家协助考察、选择脐橙产业适宜种植区；县农业局定期派技术人员到各乡镇开展脐橙种植管理技术；

鼓励有资金、有技术、有信息、有市场的企业投资脐橙产业，借助企业资金、技术提升脐橙种植现代化水平。目前雷波县脐橙

种植已形成“四化”、“五统一分”的经营模式。 

金阳县成立青花椒生产研究小组，并聘请省林科院、西南农业大学专家进行指导，对全县低产、低效青花椒林进行治理；

编制青花椒种植、管理、采收技术使用教材，指导农户按照专业化、标准化、品质化的标准种植青花椒，使青阳县青花椒良种

率达 100%；探索出了青花椒栽种 18个月就挂果的种植经验；研发并推广青花椒采摘加工机械，解决了青花椒采摘、分级和烘干

难题。目前，金阳已形成县、乡、生产区、农户各级良好互动的科技服务网络体系。金阳县被授予“四川省精品农业标准化青

花椒示范区”的称号，上榜青花椒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会理县配备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和质检人员，大力推广高标准有机石榴种植技术，并逐渐建立石榴种植、管理、采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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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标准体系，助推石榴产业向有机生态、高质量发展。近几年，有机石榴质量安全专项检测合格率达 100%，并取得了“有机产

品认证书”“绿色产品认证书”。 

3 凉山优势特色农业发展模式的启示 

四川凉山山势延绵、地势险恶，人口文化水平偏低，农业种植和农产品市场开拓困难。从以上分析可知，四川凉山农村要

想通过农业种植致富，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借助科技力量，提高产品品种创新、改良能力，提高农产品种植和管理能力，发展绿色农业，提高产品品质，从而

提高农产品市场认可度。由于山区农村人口文化水平偏低，因此需要政府主抓与科研院所合作进行研发，并定期对种植户进行

培训。 

其次，优质的农产品只有销售到市场，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进行农业种植的同时，应做好市场营销工作，并注意规范市场

秩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农村电商发展快速，农产品网上销售额快速增长。据中国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产品网上销售额 2019年达 3975亿元，同比增长 72.5%。电商是优质农产品的上行手段，与传统销售

模式相比，具有产地直销的特点，不仅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降低了成本，还可以将优质农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因此，各

农产品生产地应加强对这一新型销售方式的运用，同时政府应辅助做好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 

再次，应通过制度创新或技术、资金投资延长优势特色农业产业链，这不仅能为当地创造就业，还能让农民分享农业种植

在这些环节的增值。同时，应根据优势产业的特点，创新新产业，发展绿色、生态、循环产业集群。 

最后，政府还应引导农户成立专业合作社或引进企业建设生产园区，这不仅有利于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

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还有利于增强种植户的市场谈判能力。此外，合作社直接代表农民群体，可以享受国家的一

些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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