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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产业发展的现状
1.1 现代种养业发展情况。现代种植方面：（1）传统经济

作物产业。全县地瓜常年种植面积15 万亩左右，年产量45 万
吨以上。常年种植花生 45 万亩左右，常年产量 17 万吨左右，

“临沭花生”2011年被农业部正式批准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保护。（2）柳编产业。全县杞柳面积达到 2 万余亩，共有柳
编工艺品行业企业187 家，拥有省市县级艺术大师30 余人，被
誉为中国柳编之都。（3 ）蓝莓产业。全县蓝莓种植种植面积
1.5 万亩；产量达3750 吨，实现经济效益1.13 亿元，带动农
民人均增收800 元。现代养殖方面：全县2019 年出栏生猪40.
16 万头，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禽出栏3289 万只。全县共有
各类养殖场836 个，其中规模以上养殖场148 个；生猪定点屠
宰企业 7 家，禽类屠宰企业 3 家。

1.2 电商发展情况。我县自 2010 年开始，县、镇每年都
设立电商发展专项资金100 万元，出台相关政策，助力柳编电
商快速发展。目前，柳编线上销售涌现出了“宜然家居旗舰
店”“金柳家居旗舰店”等品牌网商和青云镇 1 个“淘宝
镇”、6 个柳编“淘宝村”，年实现柳编国内线上零售额过 2
亿元，其中销往长三角地区销售额达 300 万元。

1.3 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带动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情况。（1）
从县级层面看。一是积极争创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二是支持金丰
公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2）从镇级层面看。青云镇对“栗海
金沙”万亩板栗园景区进行了重点打造，在全镇36个村全部启动
了“清洁村庄”工程。2019年10月1日，举办了青云镇“迎国庆·
庆丰收”首届板栗采摘节等节庆活动。春山茶场及蓝泽农业获批成
为省级旅游产品研发基地，已成功举办三届蓝莓旅游文化节。

1.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情况。现代农业服务业方面，
金丰公社以全程托管为核心，探索出符合中国农情的“金丰公社
模式”。与原散户种植相比，种植成本降低10%以上，粮食增收
超过10%，综合收益提升20%以上，社员年收入提升200元/亩。
农产品加工业方面，青云镇依托金柳、白云、杞宝、连兴等20余
家柳制品出口企业，推行“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
运作模式，带动柳农增收致富；大兴镇积极推广“公司＋基地＋
农户”的生产模式，进一步提升本土消化蓝莓产能能力。

1.5科技创新引领，人才返乡创新创业情况。强化农业科技
支撑，实施农业良种工程，全县主要农作物良种推广覆盖率达到
95%以上。组织农技人员利用线上技术培训和线下实地指导等方式
开展农技下乡活动，截止目前，组织农技人员下乡192次，指导
农户2895户。积极探索使用国内先进生产加工设备，进一步加大
产品研发力度，开展定制酿造业务，开发了冬桃酒等新产品，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部分产品出口欧洲，年实现产值2000多万元。

1.6产业布局规划情况。当前我县农业产业布局为：东北地
瓜西北柳、东南蓝莓香满口，近几年推广到石门镇、店头镇等毗
邻地区。畜禽养殖业在各镇街都有分布，其中青云、玉山有规模
较大的养殖企业。

2  乡村产业振兴遇到的问题
2.1 农业产业体系有待健全提升。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不完

善，产加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的机制尚未形成，产业链条

临沭县乡村产业振兴调研报告
刘晓华

山东省临沭县青云镇财经服务中心，中国·山东　临沭　276712

【摘　要】临沭县统计局到青云镇、大兴镇、曹庄镇进行实地调研，并积极与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发展中心等对接，就乡村

产业振兴情况进行沟通交流，从乡村产业发展的现状、乡村产业振兴遇到的问题、产业发展环境优化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对

本地乡村产业振兴提出建议。

【关键词】临沭县统计局；实地调研

中各环节耦合乏力。农业园区发展规模和竞争力有待增强。
2.2 农业新六产、新业态发展不充分。缺少带动辐射能力

强的大型农产品龙头骨干企业，农旅、农文等休闲农业发展势头
弱、特色少。现代农业园区发展规划档次低、规模小，基地建设
标准不高，全县农产品缺少有针对性的品牌规划和措施。

2.3 现代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多。一是土地流转价格持续走
高，流转一定规模的土地越来越难。二是受各种农资价格上
涨、人工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加之农
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失。

3  产业发展环境优化情况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离不开环境优化，当前产业发展环境主

要受政策、土地、金融三个因素影响。政策方面，县、镇两
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如上文提到的《临沭县促进乡
村产业振兴行动方案》、乡村产业振兴“六大动能培育行
动”、“六大平台支撑计划”二十二项工程。土地方面，农
产品加工企业和其他企业并无不同，企业反映用地价格较高，
需要先交全款后根据亩均税收情况返还，增加了企业资金周转
压力；土地使用用途受限制多，在流转土地上建设大棚，每个
大棚需要建一个配房已便于管理，但根据现行土地政策，流转
耕地不能用于建筑和设施，影响耕地管理。金融方面，农商行
推出了“产业兴旺·生猪贷”、“产业兴旺·石材贷”、“乡
村振兴·乡情贷”、“新型职业农民贷”、“青年先锋贷”等特色信
贷产品，青云镇政府联系农业银行对地瓜种植大户发放最高10万
元的无息贷款，为产业振兴纾困助力。

4  对本地乡村产业振兴的建议
4.1 开展专业培训，培育新时代职业化农民。一是开展种

植管理技能培训，用科学、专业的种植技能代替传统经验，提高
亩均生产效益。二是开展电商培训，由让农户及农业企业能够熟
练使用网络平台，由政府联系平台和农户，打造网上商店，提升
农户销售收益。

4.2建设基础设施，为现代农业打好基础。为现代农业大棚
等设施做好修路、供电，让经营者无后顾之忧；在田间地头通水管，
将原本已铺设的水管管理、利用起来，让农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

4.3放宽土地政策，放水养鱼。放宽农业企业土地费用上缴
期限，允许其在一定年限以内完成上缴，例如三年、五年内不用
上缴，如果是高效能企业可以一定程度免除其土地费用。对流转
土地用于农业经营的，应允许其建设对应的配套设施，如大棚配
房、晾晒场、仓库等，让农业经营主体有更多施展空间。

4.4鼓励新型组织，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金丰公社以托管
种田为切入点，让不愿流转土地的农户将土地托管给金丰公社，
由金丰公社通过专业的种植、管理、销售提升亩均产出。要支持、
鼓励这类新型农业组织，让农户和企业都能通过农业获得更多收
益，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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