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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脱贫攻坚背景下贵州乡村农业产业的发展策略
徐　瑶　曲耀荣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湖南 长沙 40000）

摘要：农产业是脱贫攻坚工作胜利的基石，也是人民能够实

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贵州地区虽然在农业产业中推广了多种

产品，但并没有显著的成果，受地形地势、市场引导和产业模式

等多方面的影响，缺乏技术与产品的开发深度。本文将结合笔者

自身经验，经大量的调研考察与专家交流后，对产业发展及市场

对接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简要阐述，以此提出适合贵州农产品发

展的新型思路，为广大学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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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脱贫攻坚背景下贵州乡村农业产业的问题

贵州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要阵地，也是全国脱贫的重要

一环。贵州之贫，贫在乡村，缺乏相关产业的支撑。位居喀斯特

地貌上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虽说是致富的阻碍，

但也能够为农业发展提供许多资源。现如今贵州地区为了赢得脱

贫攻坚战，各个区域都在着重发展农业产业，可是仍存在着园区

不明显、农产品流通不畅、技术保障不到位、缺失农业附加值等

多种问题，农产品生产时的集散、运输、销售等环节也没有形成

产业链，缺少整体的框架。

二、脱贫攻坚背景下贵州乡村农业产业的发展方式

（一）营造外在氛围，促使良性发展

政府可以在贵州农业生产中起到引导的作用，在产业刚开始

发展时，要制定出相关政策与法规，完善部分条例，向与农业发

展相向的产业进行支持。之后政府要革新农业发展的基础设备，

健全服务体系，使农户和合作社中的利益进行有效分配，改进补

偿制度，促使农业产业得以健康的发展。在脱贫攻坚奔小康的大

背景下，政府需要找准农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点，对相关品种进行

调研，采用市场分析和信息收集等方式，系统有序地梳理出每一

种惠农政策，继而科学合理地制定出适合贵州地区农业发展的长

期、全面性规划，争取到相关政策的扶持。

另外，政府还要降低企业的准入标准，促使资金能够及时注入，

减免相关税收，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完善民间的融资

和投资机制，以此使社会资金与部分农户资金能够入股到贵州的

农业发展之中，并利用招商引资和农民入股等方式为多元农业体

系的发展建立保障。

例如，政府可以采用农户、合作社、公司、政府及科研机构

五位一体的方式进行农业产业发展。贵州地区的农业发展本质上

属于技术、市场、资金、劳动力和科研相结合的综合产业，富有

很强的市场调节、长期管理与气候风险等性质。因此在脱贫攻坚

的大背景下，政府首先要让企业与农户及合作社结合起来，然后

再由科研和政策等方面逐渐外延。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让

政府形成宏观的控制，还能够使企业的市场目标与科研技术融为

一体，促使合作社也可以做好相关的区域管理工作，让农户劳动

力充分参与其中。久而久之，便会形成科研技术与产品立体研发

相结合的可控局面，为人才流动、借鉴技术、推广品种、绿色生态、

资金注入和发展区域特色等方面做出显著的贡献，形成可观、可赏、

可靠的农业产业体系。

（二）健全产业内核，保障持续增收

农业属于我国的基础性产业，拥有劳动力投入多、发展周期长、

抗灾害能力差、投资收益较低、价格不断波动等特征。因此政府

在健全产业内核时，首先要从增加产业链入手，促使农业产品可

以进行转型，利用产品深加工及农旅收益等方式，确保农业附加

值可以提升，降低传统农业产品种植时出现的问题，提高农民就

业概率，促使相关技术可以得到有效发展，保障税收。

与此同时，贵州地区只有走标准化、规模化和机械化的路线

才可以将传统农业逐渐迈入现代领域，高效地将地区资源进行利

用与归纳，减少人工的成本，提高工作成效。而贵州山地区域便

可以采用因地制宜的方式，沿用符合场地的设施与标准，促使农

业区域化发展，建立起相关产业。另外，现在还存在着许多食品

安全问题，例如农药残留超标、重金属污染严重等。因此政府要

注重生态型农业体系的建设，在不丧失传统农耕优点的同时，结

合着“整体、循环、再生”等原则，创设出适合该地区发展监管

机制，继而在全面规划与环境治理中，实现农业产业的绿色发展。

贵州地区在发展乡村农业产业时，可以实施品牌战略，打造

出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品牌是灵魂与无形的财产，因此贵州高

原地区便可以建立起富有特色的农业品牌，在保证原有质量的基

础上打造出地方性品牌。品牌的营造要具有地方文化底蕴，富含

一定的寓意与人民寄托；企业也要借助品牌的质量做好相关的宣

传工作。以此让政府培育出贵州农村的独有农业品牌，将其逐渐

演变为市场的优势。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农业产业既是人们奔赴

小康的基石，又是达成共同富裕目标的保证。因此政府工作者要

坚持做到营造外在氛围，促使良性发展；健全产业内核，保障持

续增收这两大方面，促使贵州地区能够在内部与外部的作用中保

证产业全面优化升级，取得脱贫攻坚工作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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