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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洛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保善存 1  姜玉波 2  通讯作者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  青海省西宁市  810016） 

摘要：乡村振兴是我们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内容 0，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乡村振兴与巩固脱贫成果的有效衔接和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过程中，也面临收入增长困难，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绿色发展任务艰巨，人才缺乏等诸多困境。本文以青海省

果洛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域，通过对该地区的实地调研，对果洛州实施“乡村振兴”的基本现状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据此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乡村振兴；问题；对策；果洛藏族自治州 

 

“三农”是一个关乎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随

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

提升，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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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 0，这种矛盾在农村更

为突出，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在这样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孕育

而生的 0。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在十九大做出的重

要决策，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升华和赶超，也是新时期

做好“三农”工作的一个总抓手 0。 

1 果洛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 

1.1 果洛州基本情况 

黄河发源地果洛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的东南，是青藏高

原的中心地带。它的地理位置为：97°54′-101°50′，北纬

32°31′-35°40′，州政府所在地玛沁距省会西宁四百四十公

里。黄河从西北向东南流经境中，作为“中华水塔”，境内还

分布这众多大小湖泊。果洛州煤、铁、铜等矿产资源丰富，经

济以畜牧业为主。主要发展绵羊、牦牛、犏牛养殖，种植青稞、

小麦、豆类、马铃薯等农作物。境内有大黄、虫草、贝母、鹿

茸珍贵等药材。果洛州主要有农牧机械、乳品、电力工业等产

业。果洛州名胜古迹众多：年宝玉则、拉加寺、阿尼玛卿峰、

白云寺、黄河源头纪念碑、牛头碑等吸引着众多游客 0。 

1.2 果洛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 

五年“脱贫攻坚战”，我们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伟大

壮举，农牧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样貌焕然一新，乡村建

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我们仍存在不

少的问题。全面深入地分析果洛州乡村振兴现状，有利于总结

经验教训，为果洛州巩固脱贫成果，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

要意义。 

1.2.1 果洛州乡村振兴存在的内在优势和面临的机遇 

内在优势：一是果洛藏族自治州位于“三江源区”的中心

地带，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位置。近年，果洛州一直秉承“生

态立州”和“绿色发展”的方针，坚定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扎实地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绿色发展”存在

一定的优势。二是果洛州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方面区位

优势明显，认证的有机农畜产品品种多、区域宽、产业链长，

作为青海省重要的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果洛州大力培育特

色产业，助力农牧民增收，持续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因地制宜

地培育和发展特色规模性的生态农牧业，畜牧业基础地位更加

坚固。三是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果洛州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

文化旅游资丰富。果洛州充分发掘自身的优势，大力推进文化

和旅游业的融合，大力发展绿色、高原生态旅游，扩大自然生

态、民族风情、民族文化的影响，对游牧和生态文化进行了深

度的发掘，推进青川甘藏大旅游环线区域合作，打造“雪域净

土、秘境果洛”文旅品牌。 

发展的机遇：一是国家层面把乡村振兴列为国家战略，密

集出台了各项包括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支持政策，

为果洛州乡村振兴奠定了政策基础，理论指引 0。二是果洛州是

我国三江源地区重要的生态保护区，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等项

目建设持续推进，果洛州的生态将得到进一步保护，有利于生

态振兴。三是青海省高度重视果洛州生态畜牧业特色资源优势，

各部门联合发文，助力果洛州加快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果洛特

色高原绿色产业。四是果洛州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稳步提高，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更加的强烈，对农牧产品、农业发

展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拓宽了果洛州农牧业发展的空间。

五是良好的生态特色产业发展，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为

果洛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1.2.2 乡村振兴存在的劣势和面临的挑战 

劣势：一是随着城镇化进程，果洛州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

不愿意继续留在农牧区，众多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农牧区农

村老年化、空心化现象较严重。二是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素质、

先进农牧业生产技能和先进经营管理理念的农牧民较少，大部

分农牧民法治观念比较淡薄。三是果洛州处于三江源腹地，生

态环境极其脆弱，一旦破坏，将很难恢复。另外，农牧民生活

垃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足，既面临着农牧业生产上的污染，

同时，随着产业振兴推进，工业污染也日益向农村转移，环境

保护难度进一步加大 0。 

面临的挑战：严守“生态红线”，找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之间的平衡点是巨大的考验；人才流失严重，由于特殊的高

原气候，留得住人才，推进果洛州人才队伍建设也是较大的挑

战；产业对农牧区经济带动的能力有限，农牧民持续增收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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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2 乡村振兴取得的特别成效 

2.1 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升 

果洛州 2021 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51.5 亿元，同比增长

2.2%；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1 亿元，同比增长 15.53%；

全州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044 元，同比增长 9.15%；城

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919 元，同比增长 6.9%；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776 元，同比增长 9.4%0。第一产业完

成了 10.03 亿元的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4.4%；第二产业

完成了 16.23 亿元的增加值，同比下降 2.5%；第三产业完成了

25.25 亿元的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4.1%。三次产业构成

为：19.47:31.51:49.02，一二三产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0。 

2022 年，果洛州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53.62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 2.7%，在全省排名第 2；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10.12

亿元，同比增长 4.3%；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18.34 亿元，同比

增长 7.5%；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25.16 亿元 0，同比下降 0.7%。

从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看 ： 第 一 产 业 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为

18.87%，同比下降 0.6%；第二产业比重为 34.20%，同比提高

2.69%;第三产业比重为 46.93%，同比下降 2.09%。三次产业比

由上年 19.47：31.51：49.02 转变为 18.87：34.20：46.930。产业

结构不断升级。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228 元，同比增长

6.6%；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703 元，同比增长 4.5 %；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516 元，同比增长 6.9%0。 

2.2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断完善 

2021 年果洛州农牧业生产总值为 12.16 亿元，年均增长

4.38%。果洛州累计整合资金 6.25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6.23

亿元，推动农畜产品加工业、手工业持续做大做强。做精特色

资源产业，加快推进牦牛、藏羊、虫草、藏雪莲、贝母、大黄、

藏茶、蕨麻、羊肚菌、黑青稞等特色农畜产品的种养殖和就地

加工，大力开发高端农畜产品、药品、保健品，提高产品附加

值。推动“久治牦牛”“甘德牦牛”“玛多藏羊”“果洛大黄”

“果洛蕨麻”等获得国家农业部地理标志认证，畜牧业不断得

到转型升级。做优民族手工业，引导和鼓励企业、合作社和个

人开展绘画雕塑、嘛尼石刻、藏毯、民族服装（鞋帽）、藏式

家具、金银首饰、制陶、饰具、制革、藏香等民间手工艺术品、

生活用品、旅游业纪念品、宗教用品的制作生产 0。2022 年，

果洛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参与“绿色有机农

产品输出基地”、“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

等领域。对可再生能源如风能、水能、光能等进行科学规划和

开发。优化“一心二轴三区四线”旅游发展布局。格萨尔文化

（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0。 

2.3 乡村面貌不断提升 

果洛州在 2022 年完成 5 个国家重点帮扶县和 1 个省级重点

帮扶县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完成了 18 个试点村村庄规划工作，

统筹整合衔接资金、高原美丽乡村建设资金、上海援建资金、

东西部协作资金、社会帮扶资金等各类资金约 1.7 亿元，先后

在 18 个村开展乡村振兴试点村建设，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基础条件改善、公共服务巩固提升、村容村貌改造等工程，试

点村建设有序推进，个别试点村初具规模。年内共落实新改建

公厕专项经费 393 万元，完成全州新改建公共卫生厕所 6 座，

户厕 800 座任务，乡村整体面貌不断提升 0。 

2.4 生态建设取得重大成果 

近年，果洛州着力抓生态、强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

成效。铭记“国之大者”，扛牢源头责任，扎扎实实推进生态

文明高地示范区建设，倾心倾力保护三江源头，当好“中华水

塔”守护人。完成国土绿化 94.7 万亩，全州草原植被覆盖度达

62.1%、森林覆盖率达 13.5%0。 

3 果洛州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乡村振兴工作全面推进，各项事业大力发

展。果洛州作为青海省重要的农牧区，近些年脱贫成效显著，

农牧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同时，在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

兴战略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气候和外部因素等多

方面影响，果洛州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3.1 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区域发展不平衡 

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差异以及果洛州农牧区地理环

境的特殊性，部分农牧民在夏季草场和冬季草场放牧时，生活

用水、电、网、道路等基础设施还需进一步完善；农牧民业余

文化生活相对简单；区域内各县乡镇由于地理位置、海拔等自

然因素的差异，产业扶贫项目以养殖业为主，主要养殖牛羊，

只有部分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有其他养殖项目，部分地区发展

温室大棚种植业，各县乡镇发展不平衡。 

3.2 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特色农产品市场开拓难度较大 

在巩固脱贫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果洛州对省

定乡村振兴试点县、乡村均启动了村庄规划等工作，但在调研

过程中发现相关工作推进较缓慢，对乡村振兴试点村的特色挖

掘、产业打造和乡村定位等深入思考还有待拔高，乡村振兴内

生动力不足。同时，通过在玛沁县各乡镇实地调查，发现部分

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带贫经营主体带动脱贫户增收的效果和力

度仍需提升。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项目规模小，产量较低，对

农户的带动力不足，发展后劲较弱。受自然环境限制，部分县

乡镇存在产业发展与市场对接不足的问题，部分乡镇产业发展

停留在只能提供初级产品的现实困境中。 

3.3 产业发展与文化融入不够，农牧民生产积极性有待提高 

调研发现很多乡镇都没有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进行有效的发

掘，不能在体验式经济的理念下，利用自身特色的乡文化来实

现乡村振兴，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同时，农民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未得到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工作中出现了

一些“上热下冷”、“干部干群众看”的问题，牧户在脱贫后

自生发展意识不高，积极性不足，可能存在返贫隐患。通过实

地调研，部分牧户有“懒汉思维”，“等、靠、要”的思想仍

然存在 0。 

3.4 乡村治理体系不够完善，政策宣讲和落实有待加强 

在果洛州调研过程中发现，个别乡镇在提高农牧业发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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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强化农村基层治理，培养农村专业人才等方面的工作，没

有很好的统筹和执行；个别村的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和村两

委在宣传政策方面，没有“低下头、俯下身子”从农牧民的思

维出发解读相关惠民政策，受文化程度限制，农牧民对乡村振

兴相关政策概念模糊、意识薄弱，理解不到位。 

3.5 人才资源匮乏，技能培训实操性较弱 

当前，农牧区人口学历偏低，参加农牧民职业培训，年龄

偏大问题较突出。同时，技能培训和实际就业匹配度不高，培

训后实操性不强，在调研过程中，基层普遍反映，大多数有文

化、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无法长期驻留当地，人才缺失严重，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 

4 解决果洛州乡村振兴战略存在问题的对策 

4.1 满足当地居民生活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改善农牧区居民生活条件，满足当地农牧民的基本

生活需求。一是提高农牧区自来水普及率，改善农牧民用水质

量；二是加强农牧区道路建设，完善交通设备；三是强化农牧

区电、网的巡护和维修；四是增加政府投资，开展农牧区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推进“厕所革命”；五是要加大对农牧区的休

闲娱乐设施投入力度，在便于农牧民集中的地区，修建"休闲文

化活动广场"，并配置相关的音响器材，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修建射箭场，唐卡刺绣基地，藏医药文化宣传馆，农牧业科技

传播室，电影放映室等，使农牧民有更多的休闲娱乐场所，充

实农牧民的业余生活。 

4.2 进行科学规划，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增加政府的投入，科学地对农牧区产业进行规划,充分发挥

本地资源优势，实现农业产业现代化。努力建设有果洛特点的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推动果洛州一二三产业

的有机结合。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农业现代化之路，始终将保护生态、绿色发展作为重要准则，

保护禁牧区生态，恢复草山 0。要保持产业帮扶政策力度，增强

农牧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就业帮扶政策的带动能力。

因地制宜，加大对本地特色产业和特色农产品的潜力挖掘力度，

加大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力度和推广力度。 

4.3 注重乡村价值和文化，打造“一村一品” 

农牧区特有的建筑样式、民风民俗、道德信仰等，都具有

深厚的人文烙印和乡土情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政府应该

因地制宜，找准高原特色，对果洛州每个乡镇进行科学的定位，

合理的规划，建立各村品牌化项目，让村庄具有本身的文化韵

味和特点，增强其生命力，实现“一村一品”。加强“思想扶

贫”教育，定期举行政策宣讲会，将农牧户思想政治教育放在

巩固脱贫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位置，要大力营造“劳

动致富光荣、等靠要可耻”的淳朴民风，要引导农牧民崇尚劳

动，弘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要自觉地树立起“脱贫

致富、振兴乡村”的担当意识。 

4.4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保障政策宣讲、落实到位 

要充分利用现有农村培训资源，采取多种形式，强化农村

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调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驻村工作队、第

一书记要把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当前工作的重要

任务，要真正落实乡镇级、驻村干部及村部相应责任，促进乡

村振兴各项事业发展。干部要真正“走近”农牧民，用他们能

够理解和接受的、通俗易懂的方式推进政策宣讲，扎实落实各

项政策。 

4.5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培训体系 

围绕果洛州特色产业的实际发展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和人

才队伍建设，要优化和完善人才引进制度，留住人才，为果洛

州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优化培训体系，大力开展定向培训、

定岗培训，培育致富带头人。将培训和用工结合起来，提高农

牧民接受就业培训后的实操性。让牧户真正学有所用，用所学

技能实现劳动力转移和增收致富。 

5 结束语 

果洛州作为青海省重要的农牧区，推进乡村振兴，提高农

牧民收入，改善人居生活环境，是国家、青海省政府、果洛藏

族自治州政府、各县政府和农牧民群众的共同任务，在巩固脱

贫成果的基础上，要有效衔接好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克服困难，

发展本地特色产业，打造具有果洛特色的农产品品牌，保护好

生态环境的同时，让果洛州广大农牧民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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