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

县乡财政CHINA STATE FINANCE

湖南道县: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考
吴耀化

业投入不足造成农户的种植积极性降

低，龙头企业的原材料来源受到影响，

从而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此外，农

产品附加值及科技含量偏低、政府职能

转变不彻底等，都是制约道县农业产业

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建议

培育发展优势龙头企业。培育和发

展优势产业，关键是要打破“大而全”、

“小而劣”的旧生产格局，把生产要素聚

集到优势项目上，因地制宜地培育具有

地方特色的龙头企业。水稻、柑橘、蔬

菜、牲猪、特种水产、皮革加工等都是

道县的优势产业。要围绕这些主导产业

和拳头产业，扶持好一至两个起点高、

经济效益好、生产能力强的龙头企业，

尽快形成覆盖全县农村产品生产、加工

和销售的龙头群体，实现规模效益。在

加大龙头企业建设力度的同时，还要从

抓产品区域布局入手，实施产业优先发

展的战略，合理规划产业区域布局。根

据资源优势和区域特色，从整体布局上

对农业生产进行调整，促进生产力要素

向最适宜区域的优势产业集中，形成区

域明显、优势突出的农业生产布局。

扩大基地规模，增强扩张力。要坚

持与资源特点相适应、与市场需求相吻

合、与龙头企业相配套的原则，加强农

产品基地建设，围绕“拳头”建基地，突

破特色建基地，连片开发建基地，把基

地建设与主导产业的形成和老龙头企业

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生产基地成为

龙头企业的依托和连接农户的载体。基

地建设要努力做到布局区域化、生产标

准化、服务系列化，每片基地要突出特

色、争创名品、培养精品、扩大优品、打

造精品并形成规模。

在农产品精加工上有新突破。道县

农业生产基础比较好，但产业发展一直

不快。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加工严重滞

后，大多数农产品是以“原”字号出售，

包装粗糙低劣、价格低廉，即使增产也

很难增收。因此，发展农产品加工、拉

长农业产业链条应成为道县在推进农

业产业化进程中的主攻方向之一。道县

应在发展农产品的分等、定级、包装、

储藏、保鲜等加工和半成品加工的基础

上，发展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使之成为

技术含量高、品牌优势明显、能打入国

内外市场并能实现大幅度增值的名牌

产品。

创新经营机制。实现农业产业化发

展，关键在于产业化机制是否新颖，即

用市场经济的形式把企业与农户很好

地联结起来，实现产、加、销一体化经

营。一方面，要大力推行“龙头 + 基地 +

农户”经营模式，依法建立各经营主体

利益共同体，切实建立健全“风险共担，

利益均沾”的分配机制，妥善处理好产、

加、销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企业与农户

之间建立密切经济合作、一体经营的新

格局，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产业化经营 ；

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展“订单农业”、合

道县是湖南省的一个农业大县，农

业人口近 60 万。近年来，道县在推进农

业产业化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

取得了一些成效。目前，全县具有一

定规模的农业产业化企业 266 家（其中

90 家骨干农产品加工企业年销售收入

19.86 亿元），年销售收入超过 2000 万元

以上的规模企业 27 家，其中省级龙头企

业 3 家，市级龙头企业 16 家，居南六县

之首。但从整体来讲，道县在推进农业

产业化的力度还有待加强，面临着企业

投入资金不足、土地流转渠道不畅、服

务体系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如何走出

农业产业化困境值得思考。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

一是企业投入资金不足。由于商业

银行贷款门槛高、要求严，大部分农业

产业化企业因融资难举步维艰。二是土

地流转渠道不畅。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

方面缺乏相关法规和指导性意见，村民

土地流转意愿不强，部分农户在土地流

转过程中存有漫天要价和宁荒勿租现

象，加之土地流转中介机构缺乏，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基地建设困难重重。三

是服务体系联系不够紧密。农户与龙头

企业、规模企业和中介组织之间关系松

散，还未形成规范、系统化的服务体系。

四是投资环境不够优化。入驻企业在筹

建过程中遭遇阻工、“三乱”等现象，给

当地招商引资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五

是财政投入有待加强。因财政困难对农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63

中国财政｜ 2015.20半月刊｜总第697期

作经济组织和各类行业协会等方式，加速形成

各类经济利益共同体，提高农业产业生产组织

化程度，进一步鼓励、扶持、促进农业产业发

展壮大。

抓好科技创新。道县地处贫困山区，农户

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加上农技推广体系不

健全，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科学技术特别是新

技术的推广应用，导致农产品优质产品少、劣

质产品多、市场竞争能力低 ；在农业结构调整

和资源配置上，盲目实施的多、科学运作的少，

“跟风跑”的现象比较普遍。抓好农业科技创

新，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加快农业科

研开发力度，打破过去产、学、研条块分割各

自为政的格局，按照企业办科研的发展思路和

方向，积极鼓励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合

作，共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提高产品的科

技含量 ；同时加强科技培训和推广力度。二是

要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业，推广优新种苗，提高

农产品质量。三是要大力宣传科技致富典型，

每年评选出的科技致富带头人，由县政府给予

奖励。

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服务功能。一是要

集中使用扶贫资金。在资金分配上，要改变过

去平均主义、“撒胡椒粉”的分配方式，把资金

重点向龙头企业倾斜，以龙头企业为切入点带

动农户发展。要将资金的使用重点放在配套体

系建设上，尤其要促进市场的发展建立和市场

体系的完善，为产业化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

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业和农村

生产条件，尤其是农村道路、电网、通讯、水利

建设，要加强统一规划，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二是努力改善产业结构、调整融资

难的问题。要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发展包括商

业银行、金融投资公司、政府发展基金农村银

行等多种融资体系 ；同时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

的作用，为农业产业化企业、农户提供更多的

融资服务。三是优化投资环境。坚决制止“三

乱”现象，规范政府行为，对那些扰乱企业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现象进行严厉打击，为企

业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作者单位 ：湖南省道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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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美丽乡村建设 
构筑和谐秀美家园
刘杭｜文逸贤｜黄迎春

进贤县位于江西省中部、鄱阳湖南岸，是南昌市的东大门，自

古被誉为“东南之藩蔽，闽浙之门户”。两年前，以宜居宜业宜游为

核心打造的进贤县前坊镇太平村西湖李家自然村，成为全县建设生

态文明家园的新样板，拉开了创建美丽乡村的序幕。2014 年，进贤

县被确定为江西省 5 个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县之一，也是南昌市唯一

的试点县。2015 年，在首批 35 个试点村庄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

又将 55 个村庄纳入试点。依托优越的区位交通、良好的资源生态、

鲜明的产业特色、悠久的历史文化、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进贤县美

丽乡村建设有序推进，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为群众创造了良

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注重实际  明确建设重点

美丽乡村建设几乎涵盖了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涉及各个领域，

但根本目的是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群众脱贫致富。围绕这一核心，进

贤县重点开展了“四个建设”：

村庄建设方面，按照“人口集中、产业集聚、要素集约、功能集

成”的要求，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实施了村庄规划、村庄建设和整

治工程，结合小城镇建设，着力打造了一批基础完善、人口集中、产

业配套、环境优美的示范村，彻底解决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突出问题。

生态建设方面，大力打造绿色农业、生态工业，同时开展好庭

院绿化、村旁道路林带建设、农业废弃物回收、水环境和土壤生态修

复等，建设干净、整洁、舒适、美观的绿色生态家园。以小城镇和村

庄绿化建设为主体，以道路绿化和田园绿化为统筹，提高乡镇绿化

的综合效应。

产业建设方面，做大传统农业，努力发展精深加工、引导精品

种植、优化养殖结构、包装农业项目、扶持“三品一标”，扩大“一村

一品”专业村镇覆盖面，加快蔬菜、油茶、果业、茶叶、水产、旅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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