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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与难点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i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特色农业发展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全国来看，近年来脱贫

地区特色农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规模小、布局散、链条短以及品质较低，

一些地方产业同质化比较突出。因此，加快适应

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

地特色资源，拓展乡村多种功能，向广度深度进

军，推进脱贫地区特色农业提档升级势在必行。

近年来，全国脱贫地区涌现出了一些特色农业提

档升级比较成功的案例，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的羊

产业就是其中的典型。

环县地处黄土高原山区，位于陕甘宁三省区

七县交界处，是1936年解放的革命老区，陕甘

宁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常年少雨

干旱，交通极为不便，多种原因交织，导致其很

长一段时间都是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环县发

挥比较优势，后发用力，形成了“引育繁推一体

化，种养加销一条龙”的绿色高质量、生态可持

续的环县羊产业发展模式，呈现出“一群四链”

的产业集群发展趋势和“一园三带”的县域产业

分布，推进羊产业提档升级，壮大了县域经济

实力，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截至2021年底，环

县引培龙头企业7家，建成养羊专业乡（镇）8

个、专业村26个、合作社368个，带动4.8万户农

户养羊，羊产业产值突破50亿，来自羊产业的人

均年收入达6000元，环县羊产业提档升级走出了

一条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新路径”。 

提档升级是环县羊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

环县羊产业自1980年发展以来，经历了曲

折又漫长的发展过程。根据环县羊产业的发展历

程，可以将其划分为起步期、停滞期、恢复期、

扩张期和提质期5个阶段。

起步期（1980—1989年）。1980年甘肃决

定将环县划为半农半牧区，在环县推行包干到户

责任制，自此环县拉开了大面积养羊的序幕。伴

随农业产业化的浪潮，环县羊产业逐渐由一产向

二产进行拓展，经营范围也不断拓展，开始由原

先的纯养殖羊扩展到生产系列羊附加产品，如皮

革、地毯、毛纱等。这时期“环县地毯”远近闻

名，产品曾出口到美国、日本、瑞士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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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期（1990—1997年）。伴随着国营企

业和集体企业改革的推进，乡镇企业出现大范围

的衰落，环县羊业二产开始呈现停滞状态。在西

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环县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和

封山禁牧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羊产业的

发展造成冲击。此外，由于这期间环县羊业养殖

是农户分散放牧，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

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

恢复期（1998—2011年）。从1998年开

始，环县着力破解羊养殖模式问题，力图为羊业

养殖寻找出路，以促进羊业产业化发展。为此，

政府制定了《百万亩紫花苜蓿基地建设实施方

案》，帮扶农户大范围建办家庭羊棚羊场，探索

出一条“人工种草、牛羊进圈、设施养殖”的道

路。后续实施了全县种草200万亩，养羊200万

只的“草畜双二百万”工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县域内羊业的可持续发展。到2011年底，羊

只存栏量提升至67.15万只，这期间环县羊产业

逐步恢复活力，在市场中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扩产期（2012—2016年）。2013年，环县

将肉羊产业确定为助农增收的主导产业，提出

“双百双万”工程，即全县培育100个养羊专业

合作社，发展100个养羊专业村，扶持1万户养

殖大户，养殖大户人均收入达到1万元。2014年

5月，甘肃荟荣草业有限公司落地环县曲子高科

技示范园区，开始为环县羊业规模化发展提供基

础保障。然而，由于县域内仅存在养殖环节，产

业链不完整，政府无可调控手段，同时出现了

“规模扩张的养殖增量到哪卖”的问题。

提质期（2017年至今）。自2017年以来，

环县以全链式发展提高羊产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

力，借助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和甘肃省脱贫攻坚

精准帮扶力量，加大产业投入，发力品牌建设，

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推进农村“三变”改革，

促进公司、合作社、养殖户“三方”联动，加强

党建和村集体经济，将养殖户嵌入羊产业发展

的链条当中。建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环洲古

城”（中国羊肉养生城），推进一二三产融合、

全产业链集群发展，力促羊产业提档升级，壮大

了县域经济实力，带动了全县摘帽脱贫。

环县羊产业提档升级的主要做法

政府引领，形成产业发展合力

在环县羊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引领与各

主体形成合力至关重要。环县政府着力推进服务

型政府建设和产业发展体系构建，在定位主导产

业、规划产业方案、产业招商引资、产业结构

调整和产业发展执行等方面，政府以引领者的角

色协调各方，促使不同主体间的利益诉求得到有

效兼顾。通过推行“331+”产业扶贫新模式，

建办养殖合作社，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形成政、

研、企、社、村、户、服“七位一体”的羊产业

发展经营体系，合力推进产业发展。

地方政府一方面抓统筹、定政策、供服务，

科学编制环县羊产业发展总体规划等政策指导文

件；另一方面，积极协调省、市、东西部战略帮

扶以及国家项目资金，注入政府基金撬动金融资

金确保羊产业发展各环节都有资金支持，着力打

造产业发展立体化全方位服务保障。科研机构着

力培育新品种，研发绿色优质产品，示范推广先

进技术，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跃升。龙头企业负责

优质羊种引入、纯种育肥、饲草种植、加工以及

羊只屠宰和肉类产品生产销售等，充分发挥自身

市场管理优势和建社带户作用，不断长链强链，

提高产业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现代特色农业在

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困境较多，各类金融、

防疫和保险等服务组织为当地羊产业发展提供了

稳定的发展环境，促使养殖主体规避风险、抗击

灾害和降低市场损失的能力大大提高，助力良好

产业生态系统。合作社作为政府与农户之间的纽

带，承担羊产业发展扩繁、育肥、养殖和带户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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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工作，通过产业化经营将农户嵌入产业链中，

使农户的收益得到有效保障。各村集体采取“村

社合一、社村联合”等方式，以产业互助资金入

股合作社分红，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农户通过

改善养殖设施、扩大养殖规模和更换养殖种类为

环县羊产业提档升级夯实了坚实基础，确保存栏

增量出栏供给。

科技驱动，激活产业发展要素

与传统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和扩大生产规模推

动农业发展的思路不同，技术进步以运用知识、

信息、技术等新要素以及改造升级传统生产要素

为动力支撑，促进产业升级换代。环县准确把

握集约化发展趋势，抢抓技术制高点，以科技驱

动，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环县羊产业发展

注入新动能。

在育种方面，环县引资入驻高科技肉羊制种

企业，开设基因组实验室和克隆与基因编辑研究

室，通过杂交、优势基因选择培育、基因编辑等

高科技手段，培育适合集约化、商品化和绿色

化养殖的优质羊种，构建“五级二元”的生产体

系。在繁殖过程中，环县充分发挥“一院三所”

科研优势，加大科学化、科技化养殖宣传，培训

各村产业发展指导员。在科学饲养方面，环县大

力推广科学饲料配方，丰富饲料种类、完善科学

饲养。合作社推行空怀期、配种期、怀孕期、哺

乳期、羔羊育成期“五期分圈”养殖模式，分群

精准饲养管理。此外，环县通过引入世界级先进

技术和国内外羊业科技专家，形成环县羊产业的

科技强大驱动，推动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品牌带动，提升产业发展溢价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的核心，是现代农业的重

要引擎，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环县重视羊

产业品牌建设，以市场运作为手段，通过品牌赋

能在三个层面提升产品溢价，带动产业提质增效。

第一个层面是持续做强“环县羊羔肉”传统

老字号品牌。环县加强媒体合作，统筹实施“环

县羊羔肉”品牌宣传活动，通过品牌效应带动产

业提质、产品溢价增效。第二个层面是提升“环

乡人”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为推动包括羊肉在

内的特色农产品标准化、商品化和品牌化，环县

图1    政研企社村户服“七位一体”的经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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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环乡人”品牌市场化运营，促进产业高品

质品牌化发展。第三个层面是着力打造“中国羊

谷·善美环州”城市名片。环县在推进羊产业规

模化和品牌化发展过程中，融入地域风土人情和

历史人文渊源，通过举办多种活动，提升城市名

片效应，带动羊产业全面提质增效。

数字赋能，提升产业发展效率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环县坚持数字赋能

羊产业发展，通过将数字技术嵌入全产业链，为

产业添智、降本、增效，加速羊产业升级。

一是通过生产数字化，加速产业集约水平提

升。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应用，联接赋能作用的发

挥，为羊产业标准化安全生产和规模化高效管理

提供了极大便利，加速了羊产业集约化发展水

平的提升。目前，环县实现了从羊只养殖到羊肉

产品加工的全链条可视化。环县着手羊产业网

络、移动端数字化建设，建成“一网一微一平

台”，即“中国羊谷·环县羊业”联盟网、“中

国羊谷·环县羊业”微信小程序和“金羊120直

播”APP，促进信息的加速流通。二是流通数字

化，实现产业“数实融合”。环县通过大力扶持

电商发展，数字联接实体，探索羊产业实体经济

发展与电商销售数字经济相融合的道路。

功能拓展，实现产业多元价值

农业天然具有多功能性，如粮食和食物安全

基本保障、农产品原料供给、农民就业、生态建

设、观光休闲、文化传承以及与非农产业的融合

等。基于农业功能拓展，环县不断延伸产业链，

补齐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打造循环链、生态

链，实现多产融合和生态化发展。环县羊产业在

提质升级过程中，不断实践绿色高质量生态可持

续发展，打造“三羊开泰”的产业体系，为乡村

全面振兴和农业农场现代化提供支撑。

一是通过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实现产业多

元价值。在现有羊肉产品基础上，开发环县羊肉

新熟食品类，对羊毛进行深加工，制造皮革产

品，深入挖掘地方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建

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环洲古城”。作为当地

的主导产业，环县的羊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带动了信息、技术、餐饮、旅游、文

化、服务、机械加工，销售，电商等产业的发

展。二是通过草羊一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县以

“漫山遍野种草、家家户户养羊”的方式为羊产

业发展解决了养殖模式问题，破解产业发展的制

约瓶颈，化解了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

盾；也通过农业多功能拓展，实现了“种草—养

羊、羊粪—还田—种草”的农业循环链、生态

链，实现草羊一体生态发展。

环县羊产业提档升级的经验与启示

科学定位产业发展。环县羊产业的发展实践

表明，产业发展的前提是科学精准地定位产业。

在产业方向的选择上，环县始终坚守本土特色和

适宜性原则，不论是羊养殖产业还是旅游产业，

均是借助当地固有资源，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效

能。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自然资源大都较为丰

富，但也存在着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等

制约因素，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较为严重。鉴于

此，各地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本地资源

优势，科学规划，精准定位。首先，根据当地特

色资源选择与其契合的产业，同时要让一些“水

土不服”的产业尽快转型，避免扶贫资源的浪

费。其次，要考虑已脱贫地区市场空间和环境承

载能力，实施特色产业的升级工程，加快贫困地

区的特色产业专业化发展。最后，自然环境比较

好、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地区，可以考虑

发展乡村旅游、绿色养老等多元产业，把开发特

色资源和打造特色产业结合起来，提升脱贫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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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富道路上的持久力。

着力构建三大体系。环县通过构建“三羊开

泰”产业体系、“五级二元”生产体系和“七

位一体”经营体系，破解了产业发展中技术、

设施、销售“三大难题”，实现了羊产业提档升

级。这表明，特色农业要提档升级，关键要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三大体

系。其中，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核心是不断

优化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产业区域布局，延长

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拓展农业价值和功能，实现

农业农村发展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

和谐统一。

协同推进现代要素赋能。环县立足自身比较

优势，通过政府引领形成产业发展合力，科技驱

动注入产业提档动能，品牌带动促进产业提质增

效，数字赋能加速产业添智升级，功能拓展实现

产业多元价值。通过现代要素赋能，将产业的比

较优势转为竞争优势，实现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环县羊产业的发展实践表明，产业要提档升级，

必须充分发挥科技、数字、组织、功能和品牌五

大现代要素的赋能作用，只有各要素协同推进，

才能够汇聚成特色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特色农业发展

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分重要，既

要发挥政府在顶层设计、政策引导、示范带动以

及在公共投入和改革推动等方面的作用，又要充

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环县结

合当地实际，不断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走出了

一条政府与市场协同促进发展的产业之路。一方

面，政府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同时招商引

资引进企业，为产业发展构建平台，使产业链完

整配套。在积极推进县域特色农业发展过程中，

政府推进科技服务平台服务下沉，引导科技资源

更多地配置到农业和农村领域，将外部帮扶资源

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市场充分发挥

配置资源的优势，降低要素资源的利用成本、提

升要素资源的利用效率。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将

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整合，通过“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不断延长产业链，将

农户嵌入产业链中，实现企业利润与农户利益的

联结，提高了农户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和参与市

场活动的积极性。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特色农业赋能农户增

收长效机制构建研究”（21&ZD091）资助，浙江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杨光远和白荣荣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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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pgrading of agriculture with local features in poverty-alleviation area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bring about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uan County in Qingyang City, Gansu Province, gives full play to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the traditional animal husbandry, and takes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reform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riving 

businesses as the focal point to develop agriculture with its local features– sheep industry. The sheep industry is being updated 

and rural incomes are increasing by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of modern sheep industry,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sheep industry with the “government-led, technology-driven, brand-drive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functional expansion” principles, and exploring the road of green, high-quality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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