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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定西市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总体状况主要呈现产业

基础薄弱、同质化严重且抗风险能力弱等特点。大力发

展地方特色产业是欠发达地区摆脱贫困桎梏的重要内生

动力，对于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带动农户就业进而提高

收入水平具有现实意义。定西市大部分地区位于我国六

盘山连片特困区，伴随着 2020 年脱贫攻坚战略的完成，

定西农村欠发达地区总体面貌得到巨大改观，但就综合

全国地区发展水平来看，定西农村欠发达地区仍旧是全

国农村经济发展最为落后地区之一，靠天吃饭、产业

诱导不足等因素，始终困扰着定西市农村地区的发展。

本文围绕“定西农村特色产业”这一主题，以农村特

色产业为主研究对象，探讨了定西农村特色产业发展

的现状及问题，最后针对特色产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

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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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西市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1. 定西市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现状

定西形成以“牛羊菜果药薯种”为主导优势产业，

“食用菌、小杂粮、花卉、百合、金银花等”为补充的

“7+X”产业体系，在产业振兴中起到不可估量作用。定

西的马铃薯、中医药、草牧主导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各

产业年产值在 150 亿元以上，并对标“中国薯都”“中国

药都”和“中国西部草都”打造地方特色优势产业。此

外借助地形多样造就不同产业类型，高原夏菜花卉、中

蜂养殖等其他区域性特色产业不断兴起，全市许多农村

地区基本上实现一村一“特”，特色产业收入占到农村居

民可支配收入 3/5。经过多年来的乡村产业振兴投入，截

至 2022 年底，定西市的人口贫困发生率由 1983 年的 78%

降低到 2022 年的 1.23%，定西市农村“两不愁，三保障”

等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低保人群真正实现“老有所

依”，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2. 定西市农村特色产业问题分析

（1）经济消费水平低，缺少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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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些年来，定西市农村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已

上升到 8226 元，但依旧低于同期的甘肃省农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 9629 元。此外，结合 2017 年 ~2022 年《定西市统

计年鉴》显示，全市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大于人均收入水

平即农村地区入不敷出现象问题突出，说明定西市农村

地区人民群众日常开支较多，增收渠道较少，其经济发

展虽有向好发展前景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发展空间。以

2022 年定西市农村人均年消费支出为例，定西市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9234 元远低于甘肃省农村人均消费水

平的 9873 元，这从侧面说明了定西市农村居民消费能

力不足，可能同地区农村特色产业资金投入与产出效率

低下有关，即产业扶持资金精准扶持不足促使主导产业

乘数效应无法得到有效扩散，进而导致地方消费不足反

噬经济发展的可能。依据恩格尔系数定义可知，生存性

支出能够反映地区人民生活状况。依据 2017 年 ~2022 年

《定西市统计年鉴》可发现，具体到定西市农村人均支

出消费项目为例，定西市农村居民在食品烟酒等物质性

消费占比较大，其次是居住和教娱。由此可见，在民生

住房及教育支出方面还需政府继续发力，以减轻农村居

民生活负担。

（2）农民参与产业积极性不高

定西市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新兴特色产业，基本

上都由地方政府行政命令推行下而建立起来，甚至有的

新兴特色产业完全忽视当地特色资源优势，这种跟风的

“一刀切”扶持地方特色产业做法，不仅没有带动地方

经济的发展，还严重挫伤了农民投入生产的积极性，甚

至在一定上使农户对政府丧失信任，对于后续的政策执

行带来阻力。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第一主体，产业

振兴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农民，在产业生产过程中若将农

民排除在外，地方特色产业的生产动力不足。此外，农

户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种养殖经验，但是

在部分生产环节，许多产业并没有很好的吸纳当地农户

参与生产环节，农户的比较优势无法发挥又缺乏可以参

与其生产及分红的可抵押的生产性要素，进而导致当地

农户对其认同感较低。就产业角度而言，脱离地方群众

参与生产的产业的人工技能成本优势也无法得到有效发

挥，反而无形放大产业成本压力。

（3）地区自然社会情况复杂，人才供给严重不足

基于自然原因角度分析，定西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

脆弱严重限制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定西市地处温带大

陆性气候降水较少，再加上境内多位于黄土高原及青藏

高原边缘地带，自然生态脆弱且自我修复能力差。从社

会原因角度分析，不合理的人工放牧及耕作开荒导致草

地沙化、水土流失等问题，出现越开垦越贫困的恶性循

环怪圈。此外，地区产业经济结构单一导致地方财政收

入不足，再加上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出项目多，难以有效

照顾到社会基建各个方面使其总体上呈现投入不足状态，

抑制生产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可能。

（4）产业优势不明显，链条短且中间环节盘剥过多

在国家乡村振兴的时限性要求下，许多农村地区

的特色产业的选择，一般都是按照“一户一策”的原则

选择种植（养殖）品种，整体上呈现出小技能、小作坊

“微产业”形态，这种小作坊产业具有培育周期短、见

效快特征，但是也有技术粗糙，生产标准低等缺点难以

形成规模效益并成为走出本地的特色知名品牌。从产业

链和生产标准角度来看，特色农产品深加工能力不强。

虽然定西市政府在农产品初深加工、构建农产品全产业

链方面作出不少努力，但就整个定西市特色产业而言，

农产品多以简单粗加工为主精深加工产品种类稀少。从

农产品销售过程角度看，农产品销售存在着严重压价行

为，从事产业经营种植的大多数农户处于产业链的底端

生产环节，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本来最直接的受益者是

农民，但是农民并没有从中获取太多利益反而获利的是

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中间收购者。

二、定西市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建议

1. 重视基建投入，解决产业发展短板

基础设施落后制约着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乡村

产业扶持资金应有重点的投入到农村地区的道路、饮水

及信息网络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上，使农村地区的“山

产”能够顺利走出大山创造收益。近些年在乡村产业振

兴过程中，定西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瞩目成就，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7%，农村危房改造 27.54 万户，

易地搬迁 26.1 万人。在教育支出上，定西市政府一方面

加大教育资助倾斜，另一方面大力实施城乡教育资源对

接，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在疾病医疗保险上，对标老

弱群体建立医疗保险台账，实行“先诊疗、后付费”结

算方式，进一步落实并完善“基本医疗、大病保险、

民政救助”等优惠政策。在社会救助保障政策上，农

村一二类低保、五保分散供养、集中供养标准均得到

提高。

2.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关注并保护农户群体利益诉求

建立爱农村，懂技术，察民情的新型农村产业扶贫

工作队伍。农村特色产业扶贫工作需要的优质管理及技

术复合型人才。基于现在应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

鼓励各地方政府同地区高校做好衔接，创设适合高校毕

业生的顶岗实习岗位以及适合专业发展的就业岗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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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解决或缓解农村地区人才供给不足问题，增

添农村工作队伍新鲜血液以激发其活力。

合理的利益分配是扶贫产业持续发力的关键。政府

应结合地方农民生产生活需要举办“农闲培训班、作物

种植培训大会”等，除开教授农业实用知识技术外，应

该再穿插其他方面，贴近思想教育方面的知识以改变农

民的落后保守思想认知水平。在扶贫产业项目立项时政

府做好调研论证并告知农民可能的种植风险，切实使农

民能从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中获得预期收益，以免挫伤农

民积极性和信心；在农产品销售问题上，政府应做好监

管防止地方企业出现损害农民权益行为同时应积极开拓

多种销售渠道帮助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可靠收益。

案例：渭源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定西市督导队组织蔬

菜产业种植田间培训会，农技推广人员向种植农户介绍

蔬菜育苗、田间管理以及病害防治等知识，通过发放培

训资料解决农户生产遇到的疑问。在战略新型产业上，

加快发展电商、光伏等特色富民旅游产业，吸引一批年

轻人才投身于地方农村建设，渭源县被列为国家电子商

务农村示范县。

3. 培育龙头企业，构建地方特色产业体系

龙头企业可以有效整合地方资源，延长产业链条，

补齐地方产业短板，发挥乘数效应。在政策制定上，持

续加大财政资金倾斜和政策优惠扶持力度，培育一批龙

头企业、合作社等企业组织，推动小规模龙头企业扩规

模，提实效实现产业辐射贫困地区及农户，实现一区一

产，一乡一企带动地方产业脱贫。

案 例： 定 西 市 按 照“551” 产 业 模 式 着 力 构 建

“7+X”特色产业体系，壮大本地特色产业规模，提升

其产业质量效益，一定程度上带动当地贫困农户收入增

加。定西市大力推行“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用户”的产业

联结模式，发挥合作社的中介作用实现了市场需求和农

户生产的对接，有力推动了定西市农村多产业融合。截

至 2022 年定西市共培育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12 家，市级农

企 178 家，农业产业联合体 7 家。在地方特色农产品生产

上，定西马铃薯“宽粉”制品年生产能力达到 10 万吨，

进入 200 多家餐饮行业；草畜产品年加工能力达到 2000

吨以上，实现产值 39.39 亿元。

4. 选择适宜主导产业，延长特色产业链条

定西市扶贫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特色农业产

业链上下游脱轨现象严重。围绕地方特色资源优势，大

力推行生态农业、现代农业及观光农业等新业态农业，

推动一二三产业互融互动，延伸农业产业链。鉴于此，

政府应逐渐由“扶”到“放”转变，在充分尊重市场运

行的规律前提下，适度放手减少政策保护使其自负盈亏，

倒逼产业不断改进生产方式，调动企业的发展活力，促

进扶贫项目的长久发展。此外定西市利用区域内自然优

势，打造出本地区拥有良好市场前景的草畜产业、高原

夏菜、马铃薯产业以及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注重引

进与本地农业相关的大型企业落户本地，通过地方与企

业的双向合作，发挥区域特色资源优势，弥补自身劣势

达到脱贫致富目标。

案例：定西市临洮县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在政府

引导级金融助农机构的协助下，建立起了贫困户肉牛

产业。此外，保底价收购以及地方助农金融机构的介入

解决了产业扶贫资金问题同时也降低了散养农户养殖风

险。通渭县通过订单式同周围农户签订生产合同，建立

起紫花苜宿及优质饲草种植基地以对接标准化肉牛养殖

饲草需求缺口，“草畜”两链条并进有效增加当地农户

收入，同时利用现有生物技术对“草畜”产业副产品进

行加工制成有机肥进行外销，实现产业闭环进一步实现

转型升级。

三、结语

定西市农村特色产业基础薄弱、同质化严重且抗风

险能力弱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定西市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进程。定西市虽然在 2020 年已实现全部脱贫摘帽目标，

但农村特色产业的问题也逐渐在后续发展中暴露出来，

即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实践证明，大力发展农

村特色产业是对区域优势资源的高效整合，建设特色主

导产业，可以从根源上有效解决定西市农村地区的产业

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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