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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四川盆地，田坎阡

陌间，春耕正当时。作为经济

大省，四川农业在全国农业版图

中举足轻重。近年来，四川努力

把农业大省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

亮，加快实现向农业强省转变，进

一步破解发展瓶颈，厚植优势，推

动“三农”工作始终走在全国“第一

方 阵 ”。 去 年 ，全 省 粮 食 总 产 量 达

726.8 亿斤、亩产达 378.2 公斤，均创

历史新高；生猪出栏量达 6149.6 万头，

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发展乡村产业是缩小城乡差距的

重要抓手。四川一直在促进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特别是在通过提升乡村产业促

进农民增收方面积极探索经验、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并取得良好成效。去年，四川

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实现稳

步增长，增幅达 6.6%，高于城镇居民 1.9 个百

分点。

产业提质增效

在成都市蒲江县西来镇两河村，成片的

柑橘树给起伏的山峦和田野披上厚重的绿

色。该村党支部副书记胡林告诉记者，4 月

初，最后一批耙耙柑采摘完毕，目前果园已进

入修枝、清园、施肥阶段，为下一个丰收季做

准备。

柑橘是蒲江农业传统产业和支柱产业之

一，在 40 多年发展中，为蒲江农民增收作出了

巨大贡献。蒲江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机关

党委书记姚雄辉介绍，2024 年，全县柑橘总投

产面积达 44.5 万亩，产量约 103 万吨，产值达

72.82 亿元。除柑橘之外，蒲江还有茶叶、猕

猴桃各约 10 万亩，60 多万亩特色产业园支

撑起蒲江农业在全省的分量。每年 8 月份

到次年 6 月份，蒲江满山遍野水果飘香，给

当地农民带来丰厚收入。两河村村民王尧

告诉记者，他家有柑橘 20 亩，去年收入达

40 多万元。

多年来，蒲江县坚持把水果作为农

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更新品种，改

良土壤，提高效益。目前的主打产品蒲

江耙耙柑、猕猴桃等深受消费者欢迎。

“蒲江的耙耙柑之所以得到市场青睐，

除了是晚熟品种，有季节优势之外，

另 一 个 重 要 的 因 素 在 于 我 们 通 过

‘两个替代’确保了水果品质。”姚

雄辉说。

在充分试验的基础上，2020

年，蒲江县率先在四川创新提出

并全域推广“两个替代”工程，

即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

替代化学防治，全县有机肥

使用覆盖率超 75%，主要农

作 物 绿 色 防 控 覆 盖 率 超

70%，以此产出的农产品

市场均价较传统种植

的 售 价 高 出 30% 以

上 。 该 县“ 两 个 替

代”做法入选全国

农业绿色发展典

型案例。

在 遂 宁

市，成片成

带成规模的特色产业基地达 219 万亩、集中连

片 1 万亩以上基地 20 个、渝遂绵优质蔬菜生产

带核心示范基地 8 万亩。

宜宾市开展“天府粮仓·百园建设”行动，

分级分类拓展茶叶、蚕桑等现代农业特色产业

园区建设，建成省星级园区 13 个，推进五大省

级产业集群建设。

近年来，四川着力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

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生

态农业、有机农业，打造更多质量高、规模大、

影响力强的“川字号”特色产业集群，特色经济

作物产业成为助农增收的重要支撑。

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实践中，四川利用水

旱轮作高效种植、旱地粮经复合、粮经作物

生态立体种养等模式，推动粮菜、粮药、粮菌

等粮经复合发展，经果林与粮经作物带状间

种，在保障粮食安全基础上，着力推动特色

产业稳面提质、高值高效发展。攀枝花市米

易县走出“稻菜轮作、粮经复合”的可持续发

展 模 式 ，发 展“ 优 质 水 稻 +早 春 蔬 菜 ”，每 亩

耕 地 可 产 出 稻 谷 2000 斤 、蔬 菜 20000 斤 ，既

保障了蔬菜供应和农民增收，又稳定了粮食

生产，亩均收益达 4 万余元，最高达 8 万元，

是全省单产最高、效益最好的粮经复合发展

示范区。

集群建圈强链

1000 多个一人高的大坛子整整齐齐摆放

在一个大车间里，给人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在位于眉山市东坡区泡菜产业园四川老坛子

食品有限公司，这样的车间有 5 个。5000 多个

大坛子里，泡着仔姜、二荆条等各种泡菜。“一

个坛子装泡菜 2000 多斤，我们每年要从农民

手里收购各类蔬菜约 7 万吨，制作约 2.8 万吨

泡菜。”该公司总经理助理余庆说。

在眉山市，类似的泡菜企业有 30 余家。

本着“产业集中、企业入园、集群发展”的思路，

眉山市规划建设了面积 10 余平方公里的“中

国泡菜城”，推动泡菜企业从分散无序向集中

集约转变。2018 年，东坡区以泡菜产业为主

导，成功创建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24

年，东坡区泡菜食品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级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眉山市坚持把培育

企业作为泡菜产业发展的核心，培育吉香居、

李记、川南、味聚特、川娃子 5 家国家级龙头企

业，吉香居、川南、李记等企业成为全国首批自

营进出口泡菜企业。2024 年，眉山市泡菜产

业综合产值达 225 亿元，“小泡菜”成了“大产

业”“金名片”。

从产业规模、综合产值、区域特色、全国贡

献等指标考虑，四川提出，要围绕“1+1+8”特

色农业产业建圈强链，即建设畜牧万亿元产

业、粮油 5000 亿元级两大重点支柱产业，以及

蔬菜、茶叶、水果、食药同源、蚕桑、水产、林竹、

调味品 8 个千亿元级产业。

“1+1+8”特色农业产业建圈强链就是要

形成上下游、左右岸贯通融合的产业体系，上

游环节的重点在于标准化种养基地建设，中

游环节聚焦产地加工和精深加工，下游环节

侧重市场拓展与品牌建设，推动产业融合，提

升产业附加值；要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

和核心竞争力的“链主”企业，通过聚合带动

效应，串起产业链发展上下游，赋能全省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建圈强链是增强农业产业

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通过对加工链关键

环节和薄弱环节的重点突破，推动技术创新

和成果转化，可以合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和产业转型升级。

成都市从科技创新着手，加强与中国农科

院等科研院所合作，支持成都新兴粮油等龙头

企业组建产学研用团队，协同开展全链条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并建立了乡村振兴基金及其

3 只相关子基金，落实好粮油规模化奖补、政

策性保险和粮油种植“农贷通”贷款全额贴息

等政策。

绵阳是畜牧业大市和国家优质商品猪战

略保障基地，依托国家区域畜禽种业创新中

心、万安实验室生猪创新基地等平台，正进一

步建强 2 个国、省级生猪种业园区和 3 个国家

级核心育种场，年提供优质种猪 30 万头；以培

育链主企业为核心，支持国、省级重点龙头企

业研发创新、提升产业能级，培育百亿元级“链

主”企业 2 家、十亿元级“链主”企业 5 家，带动

畜牧产业全链升级发展。

宜宾是四川重点茶叶产区。2024 年，全

市茶园面积达 130 万亩、干茶产量 11.45 万吨，

计划今年实施一批茶产业一二三产业融合项

目，建成后可新增精制茶产能 1.2 万吨、新茶饮

产能 5 万吨，加快推动产业集聚成势。

利益联结惠农

发展壮大乡村产业，联农带农富农，让农

民受益是根本目的，只有健全机制、完善措施，

在产业发展中创造就业岗位和增收渠道，农民

群众才能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四川致力

于处理好小农户与大产业的关系，建立小农户

与大市场的“嵌入式”对接体系，推广“链主和

链属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通过订单农

业、保底收购、金融服务、技术培训等方式保障

小农户收益，稳定联农带农富农的利益联结

机制。

眉山市东坡区泡菜产业链逐年发展壮大，

正是得益于在涉及农民利益的原料种植、收购

和加工生产等环节不断探索、建立、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在产业链发展中让农民群众得到实

惠。根据企业和农民自愿原则，目前眉山形成

了“加工企业+农户”原料直采型、“加工企业+

基地+农户”流转聘用型、“加工企业+中间组

织+农户”订单合作型、“加工企业+合作社+农

户”股份合作型、加工企业吸纳农民务工增收

型 5 种利益联结模式。

东坡区尚义镇的四川厨之乐食品有限公

司每年小春流转周边土地约 1000 亩，由公司

对流转土地进行打捆整合、统一规划种植，周

边农民仅这个时间就可获得每亩 400 元至 500

元土地租金，同时 1000 亩基地一个蔬菜栽培

季节还能就近解决农民务工约 5000 人次，带

动农民增收 90 万元以上。东坡区松江镇的李

记酱菜调味品有限公司与 23 家专业合作社、

5000 多农户签订泡菜原料采购订单，约定对

签订订单的农户收购价高于市场价，2024 年

初共收购 10 万吨，直接帮助农民增收 1000 余

万元。

胡林告诉记者，村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

很少，大家更愿意在家种地，原因就在于特色

产业让大家有钱赚。在两河村，依托水果产

业，农民可以赚到三份收入：一是自家水果

的销售收入，二是在村集体企业村股份经济

联 合 社 打 工 的 收 入 ，三 是 村 联 合 社 32 个 储

存水果的冷库所产生效益的分红，这两年已

给 村 民 分 红 400

多万元。

在 蓬 溪 县 食 用

菌 产 业 园 ，驼 峰 菌 业

有限公司是业内有名的

黄色金针菇生产企业。该公

司副总经理岳明介绍，公司

年产量达 2.2 万吨，每年吸引 200 多

名当地农民在公司打工。在出菇车

间，员工唐有霞与同事们正在对即

将出库的金针菇做最后检查。她

每 个 月 可 以 领 到 3000 多 元 的 工

资，“虽然比在外地打工赚得少

一些，但开支也少一些，不仅可

以 照 顾 老 人 孩 子 ，还 能 种 好

自家的承包地”。

近些年，四川已形成多

种带动农民增收的成功探

索。一是龙头企业带动

增收。在乡村产业振兴

方面，目前全省已培育

114 家 国 家 重 点 龙 头

企业，1041 家省级重

点龙头企业，3581 家

市 级 重 点 龙 头 企

业。培育建设龙头

企业牵头，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场参

与 的 农 业 产 业 化

联 合 体 331 个 ，带

动 龙 头 企 业 480

个 、专 业 合 作 社

1939 个、家庭农场

3883 个，实现销售

额 507.93 亿 元 ，联

合 体 内 成 员 农 户

户 均 增 收 近 1.7

万元。

二 是 融 合 发

展 带 动 增 收 。 全

省 建 设 国 家 级 和

省 级 农 业 产 业 强

镇 215 个、全国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 9 个、

省级特色产业集群 21

个。特别是在历年来

国家级产业强镇项目实

施范围内，主导产业新增

农民就业岗位 60.3 万个，

主导产业从业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65 万元，高于

镇 域 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全省农产品产地初加工

能 力 不 断 提 升 ，初 加 工 率 达 到

69%。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迅速，休

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 1080 亿元，

接待人次达 5.2 亿人次。

三是社会化服务助农增收。

比如，青神县建立果园托管收益分

配利益联结机制，农户把果园托管

给合作社，合作社对果园进行标准化改

造，安装滴灌、施药系统等设施，找专业

人员对果园进行专业管理，亩产值按

5∶4∶1 的比例为果农、合作社、村集体经济联

合社进行分配，带动参与合作社的农户户均增

收约 15000 元。

近日，在四川宣汉县大成镇蜀宣花牛养殖

场，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将分割好的牛肉打包发

往全国各地。养殖户刘钦国算了一笔账：“去年

把 20 头牛交给养殖场托管，到年底牛出栏后，

分得 5 万元红利。”

宣汉县是全国商品牛基地县，牛生产总量

居全省农区第一位，去年牛产业综合产值突破

80 亿元。近年来，宣汉县立足资源禀赋，不仅

让“蜀宣花牛”等特色品牌声名远扬，更帮助成

千上万农户过上了富足日子。

作为农业大县，宣汉峰城玉米享誉省内外，

该县积极探索秸秆饲料化利用新途径，引领撬

动各类资本共同发展优质牧草产业，形成了绿

色循环发展产业链。该县瞄准当地资源优势，

鼓励加快牛产业发展，每年投入 1500 万元专项

资金，整合涉农资金超 13 亿元，建成了肉牛规

模化养殖场 228 家，肉牛存栏量达 15.7 万头，肉

牛出栏量达 9.5 万头。

在政策推动下，四川缘满集团等龙

头企业落地生根，建成蜀宣花牛种牛场、

育肥基地、农作物秸秆加工厂、有

机肥加工厂等全产业链项目，

带动全县秸秆饲料化利用率超

9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 达 90.25% 。 通 过 与 四

川农业大学、四川省畜

科院深度合作，宣汉

县建成牛人工

授精站 33 个，良种覆盖率达 100%。

宣汉县还通过改革利益联结机制增加农

民收入。“土地流转有租金，务工有薪金，入股

有股金，养殖赚现金，咱成了‘四金’农民。”马

滩村村民李满元说。通过“牛寄养”“牛托管”

等创新模式，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利益联结，

带动养牛农户平均年增收超 1 万元。一条“政

府搭台、企业引领、农民参与”的共富之路越走

越坚实。

牛产业只是宣汉特色产业的一个典型代

表。在海拔 1200 余米的龙泉土家族乡厚朴种

植基地，层层山坡上，碗口粗的厚朴树挺拔而

立。厚朴皮是中药材里的“黄金”，一吨能卖

2 万元。

宣汉县素有“药物之乡”美誉，中药材年综

合产值达 18 亿元。如何让深山里的药材变成

“致富良方”？宣汉县的答案是：标准化种植、品

牌化经营、全链条发展。

依托独特的地质条件和立体气候，宣汉建

成中药材种植基地 26 万亩，培育木香、黄连、厚

朴等 70 余个品种。龙泉乡 6 万亩木香基地更是

全国最大单体种植区，当地正在创建“中

国木香之乡”。

“过去卖原料，一吨赚几百元；现在做深加

工，利润翻了几番。”宣汉琦云药业负责人算了

一笔账，琦云药业拥有 12 个国药准字号产品，

中药饮片年产量达 400 种。龙森药业、百里峡

等企业则聚焦初加工，年处理药材超万吨，带动

全县药材闯市场。

宣汉县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

式，由企业统一供种、指导、收购，农户通过土地

入股、务工、分红等多渠道增收。琦云药业等企

业吸纳农户就近务工，带动农民变身药材工人，

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5000 个以上，季节性用工岗

位 2 万个以上，实现人均务工收入达 1 万余元，

切实带动群众增收。

通过大力发展“牛药菌茶果”五大特色农

产 业 ，2024 年 ，宣 汉 县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达

140 亿元，其中五大产业产值超 27 亿元，成为

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宣汉县农业农村局局

长王冲介绍，根据规划，全县将加快建设秦巴

山区中药材资源保护区，打造“蜀宣花牛”百亿

元 产 业 集 群 ，建 设 国 家 级 农 村 产 业 融 合 示

范园。

振兴振兴““川字号川字号””乡村产业乡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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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建设农业强省责任

李思远

顾

婧

强 国 必 先 强

农 ，农 强 方 能 国 强 。

农 业 强 国 是 社 会 主 义

现代化强国的根基。作

为 经 济 大 省 ，四 川 正 加 快

推进农业强省建设和乡村全

面振兴，以农业大省的责任担

当为全国大局多作贡献。

以严守“耕地红线”和推进“种

业振兴”强农业发展根基。粮食安

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

命根子。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

“种”与“地”，是筑牢农业强国的根基所

在。数据显示，2021 年起，全国耕地总量

实现“三连增”。四川省绵阳市围绕“粮食

安全”主线，聚焦“生猪、粮油、蔬菜”三大优

势种业，打造杂交水稻制种基地。

以推动“科技创新”和提升“技术适配”强

农业发展驱动。科学技术是建设农业强国的

核心引擎，要用适配技术增强地方农业动能，

以地方优势技术补短板并开发新技术。四川攀

枝花因地制宜开展技术适配，攀西地区的干热

河谷气候使得水资源相对匮乏且分布不均，传

统灌溉难以满足农作物生长需求且肥料利用率

低。当地推广滴灌与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输

送水和肥料到作物根部，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

和肥料利用效率，增强当地农业效能。

以启动“制度筑基”与构建“机制创新”保

农业发展战略。要落实国家战略与机制创新

相融合，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实现农业

农村高水平发展，不仅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而且要鼓励地方机制创新，让土地合法、合

规、合理高效运用。比如，绵阳市安州区粮油

现代农业园区为解决种地难、种粮效益低等

问题，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探索出“土地银

行”联农带农模式。其以村集体经济组织

为载体构建“土地银行”，农户可自愿存入

“零碎”土地，村党委组织成立监事会，由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高效种植。2023 年，

该园区土地流转率达 82.1%，产值达 40.6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9 万元，解决了 8350 余人的

就业问题。

以驱动“要素重构”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促共同富

裕。可以借鉴“资本下乡”方式重塑农村“人力—资本—技

术”要素，进行合理配置，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而城

乡融合发展既要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又要保障要素

自由流动。引导资本下乡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加乡

村居民收入，让农民在产业发展、就业创业等多个方

面共享成果，构建共同富裕的“新蓝图”。四川甘

孜 州 白 松 镇 结 合 当 地 光 能 资 源 优 势 ，引 进 资 本

投资 10 亿元建成白松光伏项目，新建的 26 千

米 进 场 道 路 还 方 便 了 村 民 采 摘 松 茸 、虫 草

等 特 色 农 产 品 ，实 现 了 清 洁 能 源 与 生 态

农 业 有 机 结 合 ，实 现 资 本 下 乡 赋 能 乡

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