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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以来，陕西省立足特色农业资

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链长制”为抓手，创

新构建现代特色农业体系，链群同构，梯次

培育。2024 年，陕西 8 条省级重点产业链综

合产值达 6480 亿元，同比增长 5.8%；9 个国

家级产业集群的拉动率达 6 倍以上；省级以

上产业融合载体达 319 个，带动发展 26 条市

级 超 百 亿 元 、131 条 县 级 超 十 亿 元 的 产 业

链 。 国 家 级 产 业 集 群 数 量 跻 身 全 国 第 一

方阵。

夯实产业支撑力

近日，渭南经开区食品产业聚集区天然

植物萃取项目成功签约，计划建成 3 条中草

药 提 取 生 产 线 、1 条 天 然 水 果 粉 加 工 生 产

线。“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渭南在植物萃取以

及特殊膳食食品方面的空白。”在渭南经开

区食品产业聚集区副主任田小龙看来，做强

特色农业的增收带动能力，关键在于搭建产

业融合平台，延链补链强链。

地跨秦岭南北，域接黄河长江，多样化

的地理产出条件为陕西发展特色农业造就

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陕西聚力打

造苹果、茶叶、畜禽肉类、蔬菜、中药材 5 个

千亿元级产业链和乳制品、食用菌、猕猴桃

3 个百亿元级产业链，扎实实施农产品加工

增值提升行动、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形

成了 500 万头生猪精深加工、150 万吨羊乳

加 工 能 力 ，塑 强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117 个 。 茶

叶、食用菌产量和设施农业规模居西北地

区首位。

渭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晓锋认为，

要把资源做成品牌，把产品做成产业，离不

开系统的产业体系建设，做优特色是基础，

做强产业链塑造大品牌才是带农增收的根

本之道。

“十四五”以来，陕西省结合资源禀赋

和产业基础，加大改革政策供给，陆续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强化政策创新、科

技创新和机制创新的统筹协同，从种植养

殖、仓储流通、品牌营销到精深加工等全链

条多端发力，为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动力。

在以“小木耳大产业”闻名的商洛市，以

链式思维抓产业已成共识。商洛市委政研

室副主任王丹锋认为，强化工业化理念、产

业化思维，才能贯通原料端、产品端和销售

端，以延链扩链提高食用菌增值收益幅度。

2024 年 ，商 洛 市 食 用 菌 二 产 产 值 达 40.89

亿元。

“陕西省乡村产业系统聚焦全产业链建

设，加快全链条升级、全环节增值、全产业融

合。”陕西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王韬介

绍，今年聚焦省级 8 条重点链，谋划包装重点

项目 200 个，计划总投资近 50 亿元。4 年来

已累计实施 786 个延链补链项目，完成总投

资超 350 亿元。目前，陕西省创建 9 个国家

级、70 个省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10

个国家级、74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7 个国

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吸引 430 个延链补

链项目，努力推动实现“要素集聚、产业集

中、企业集群”链群体系目标。

紧密链接千万家

龙头企业是特色产业全链带动增收的

关键。“十四五”期间，陕西着力在提升经营

主体发展质量上下功夫，支持农业产业“链

主”企业做大做强，构建以“链主”企业为核

心、上下游中小企业为配套、专业合作社和

家庭农场为纽带、广大农户广泛参与的“链

队”群。推动农业企业、合作社与农户结成

利益共同体，努力将 400 多万农民“嵌入”现

代特色农业产业链，让农民分享价值链增值

收益。

陕西猕猴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

果”。在猕猴桃主产区眉县，全县 35.4 万亩

耕地，猕猴桃种植面积达 30.2 万亩，综合产

值突破 60 亿元，猕猴桃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达

12 万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80%以上源于

猕猴桃产业。

近日，走进陕西眉县陕西齐峰果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齐峰果业”）猕猴桃种

植基地，3000 亩猕猴桃已进入生长关键期。

齐峰果业采购量、储存量、渠道覆盖和销售

量均位于全国前列。“产业链越强，带农增收

的张力和韧性就越大。”齐峰果业董事长齐

峰表示，5 年前，企业在猕猴桃主产区推广果

园托管社会化服务模式，成立 300 家齐峰美

农社会化服务中心，推行“龙头企业+站长合

伙人”管理模式，采用全程托管、部分托管，

辐射带动果园 8000 亩以上。齐峰果业的联

农带农探索得到了迅速推广。种植大户李

永红告诉记者，“村集体将通过流转土地形

成的集中连片果园交给公司打理，公司负责

种子、化肥、农机具等相关农资投入，只要生

产出符合标准的猕猴桃就能获得分红”。该

模式下农场负责人的分红主要由三部分构

成，一是种植劳务管理收入，以及产品质量

提升后的绩效分红；二是除种植成本外，盈

利部分由农场负责人和公司按照五五比例

分成；三是公司根据品牌溢价部分，对农场

负责人进行再次奖励。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通过相应的模

式，农业人才轻装上阵，专注生产，才能发挥

出最大的价值。”齐峰说，随着利益共享机制

日益完善，务农有尊严有奔头，一批有文化、

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正加速涌现。

在沟壑纵横的陕北黄土高原，洛川县 53

万亩苹果园正进入紧张的套袋期。该县陕

西王掌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超告

诉记者，依托“公司+自建基地+合作社+农

户”模式，企业带动 5800 余户农户建起 2.8 万

余亩标准化果园，公司与盒马鲜生、山姆会

员店等渠道深度合作。

“十四五”以来，陕西通过构建“链主企

业+新型经营主体+农户”三级组织体系，通

过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等多元化

利益联结机制，已形成“产业增值—企业增

效—农民增收”良性循环。

田间长出新活力

6 月，2025 年首期中国—中亚五国职业

农民培训班在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开班。30

名来自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学员

走进田间地头、园区车间，展开为期 10 天的

现代农业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等沉浸式实

训。张晓锋表示，“作为落实中国—中亚西

安峰会成果的举措，渭南计划用 3 年时间为

中亚五国培训 300 名职业农民”。

科技引领是陕西农业特色产业全链带

动增收的动能所在。“十四五”以来，陕西发

挥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创新优

势，产业模式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

果不断涌现。在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植物

工厂，一粒种子从播种到收获仅需 42 天，植

物工厂使用全自动化垂直农业生产系统，

智能控制蔬菜播种、分栽、采收、包装、运输

等各个工艺环节，真正实现了“种子进去蔬

菜出来”的模型化生产。近 5 年，杨凌示范

区新增科技成果和专利申报 5000 多件，平

均每年审定登记动植物新品种 110 多个。

让农业高新技术“农民化”，是陕西以创

新链服务产业链带农增收的关键“抓手”。

王丹锋说，商洛市近年建成一个院士工作

站，实施秦巴山区食用菌质量安全保障技术

研究与示范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3 项，研发

培育玉木耳、金木耳等珍稀品种 7 个，“食药

用菌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荣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培育菌种繁

育企业 20 家，建成标准化菌包生产线 78 条，

年产菌包 5000 万袋。“探索推广‘科技专家+

示范基地+农业技术员+科技示范户+农户’

科技帮扶模式，食用菌新产品、新业态加速

涌现，推动传统食用菌产业向新发力。”王丹

锋说。

6 月初，在眉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猕猴

桃试验站，陕西省猕猴桃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刘占德正带领学生查看猕猴桃生长

情况。“试验站聚焦猕猴桃产业全链条，创新

推 出 标 准 化 种 植 模 式 ，建 园 成 本 降 低 了

30%，产量提升了 40%。”刘占德介绍，多年

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教授深入田间

地头和企业，通过在主导产业的主产区设立

示范试验站，建立起“西农驻区专家+主导

区+区县农技干部”技术推广服务团队，共同

解决农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和共性问题。按

照“做强省内，拓展西北，做强优势，补齐短

板”原则，已在 18 个省份农业生产一线建立

36 个试验示范站、53 个示范基地，涉及 30 多

个产业。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品牌

部经理王丽珍表示，2024 年，企业联合大学

研发机构，以“生鲜羊乳生产干酪及脱盐乳

清产品”技术路线入选工信部脱盐乳清产品

供给能力提升任务揭榜单位名单。目前，作

为陕西省乳制品产业链主企业，他们还将联

合专业科研团队，启动 8 项科研项目的联合

研发，优先破解制约羊乳制品和奶山羊产业

的共性技术难题，助力陕西羊乳产业转型

升级。

通过构建特色农业全产业链群体系，陕

西省农业全链带动效应日益显著。2025 年

一季度，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5449 元 ，同 比 增 长 6.9% ，增 速 排 名 全 国 第

四位。

洛 川 苹 果 不 再 看 天 吃 饭
讲述人：陕西洛川绿塬红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杜民子

从 1985 年种下第一棵苹果树算

起，我已经和苹果打了 40 年交道，最

大的变化就是看待苹果的眼光变了。

尤其这 5 年，从砍树改种到带领乡亲

致富，从靠天吃饭到科技管园，洛川苹

果提质增效走上了快车道。

说 到 提 质 增 效 ，绕 不 过 果 园 改

造。2021 年，我的矮化密植园亩产突

破 8000 斤 ，每 亩 毛 收 入 2.4 万 元 。

2016 年刚改成矮化园时，村里有人不

认可。如今，这些“小个子”果树成了

“摇钱树”。宽行距设计，让施肥机、打

药车能直接开进去，节省了近一半人

工成本。去年合作社分选机投产后，

果子按果型、果径、颜色分成多个等

级，一级果能卖到 12 元 1 斤，比传统分

级多赚 30%。

2023 年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

家带着新品种来洛川搞试验。我第一

个报名试种，去年 10 亩地套了 20 万

袋，净赚 35 万元。现在我的果园成了

苹果“品种博物馆”，“秦脆”“瑞雪”“澳

洲青苹”⋯⋯品类繁多。

防 灾 是 果 农 最 关 心 的 事 。 2023

年春末的那场雹灾让我至今印象深

刻。当时我站在果园里，看着一颗颗

冰雹被防雹网弹开。这张网是 2022

年县里启动“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时，

政府补贴 30%帮我们装上的。

去 年 6 月 ，暴 雨 来 得 猝 不 及 防 。

我守在果园监控屏前，看着雨水顺着

防雹网的缝隙流进蓄水池。这套投资

40 万元的雨水收集系统，是 2022 年政

府推广“节水农业”时帮我建的，1500

立方米的容积，不仅足够果园灌溉，还

能给村里的抗旱应急点供水。

一个产业链接千家万户，把大家

组织起来才能联农带农做出品牌。去

年在洛川苹果博览会上，我的合作社

和 3 家电商平台签了 1200 万元的订

单。合作社在北上广有 3 家专卖店、

30 个销售点，统一包装、统一价格，包

装箱上都印着“扫码溯源”二维码。去

年冬天，上海的客户通过扫码看到我

的果园管理视频，又追加了 50 吨订

单。如今，我的 80 亩果园全换成了矮

化密植的“秦脆”和“瑞雪”。今年预计

总产量能突破 50 万斤，合作社能带动

100 户乡亲增收。不久前，我还采购

了一台给苹果做检测的机器，每分钟

能测 200 个果子的糖度等情况。

孩子们放暑假了，我准备带他们

去国家级苹果种质资源圃看看。要让

他们知道，洛川苹果不看天吃饭，而是

把政策红利种到土里，把科学技术抓

在手里。

（本报记者 张 毅整理）

□ 本报记者 张 毅

“十四五”以来，陕西省

发挥科教资源富集等优势，

因地制宜，链群同构，推动农

业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与农

民增收致富相协调，迈出了

坚实步伐。但经营主体实力

不强、对群众增收牵引支撑

作 用 还 不 够 等 短 板 依 然 突

出。未来，要着力以产业创

新推进乡村富民产业提质增

效，加速先进生产要素向农

业农村流动。

推 动 业 态 创 新 融 合 。

以 市 场 需 求 为 导 向 精 准 安

排生产经营，突出加工、流

通、营销等环节延链补链，

多 维 度 深 层 次 让 土 特 产 价

值最大化，实现乡村优势特

色 产 业 全 链 条 升 级 。 实 施

农产品加工增值行动，引导

大 型 农 业 企 业 对 接 标 准 化

加工原料基地，支持保鲜烘

干、清选分级、鲜切包装等

加工生产线建设，发展物流

配送、电子商务、品牌营销

等 相 关 生 产 性 服 务 业 。 发

展乡村新业态，推广无人机

喷洒、智能化育秧、机械翻

耕等先进实用新技术，完善

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拓展乡

村产业发展空间，拓宽农民

就 业 增 收 渠 道 。 挖 掘 农 业

多种功能，积极发展休闲农

业，借鉴相关经验，通过“体

育 + 产 业 + 文 化 ”的 农 文 体

旅 等 多 元 业 态 融 合 创 新 模

式，助力农业特色品牌推向

全 国 市 场 。 推 广 陕 西 礼 泉

袁家村、留坝全域旅游等休

闲农业典型模式，打造一批

富有地域特色的“伴手礼”产品，推介特色化、差异化、

多样化的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

拓展畅通供求渠道。破解农民“丰产不丰收”难题，

最核心的是要减少中间环节，做优“流通”服务链，缩短产

销距离，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让更多产业链利润

留在农业、留给农民。利用电商平台、短视频、直播带货

等方式，建立线上销售渠道，扩大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

力，帮助广大农民实现线下丰收、线上增收。发展“农产

品直供社区”模式，精准匹配周边订单需求，支持发展“电

商+产地仓+寄递物流”，推动实现乡镇有“集配中心”、村

有“共配商店”。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整合全链条各个环节、各个主

体，因地制宜合理选择联农带农方式，确保农民能获利、

多得利。支持联农带农主体壮大，更加关注大型农业企

业、上市农业企业等现代农业产业组织对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小型微型农业企业等的辐射作用，增强抵抗风险

能力。提升利益联结机制稳定性，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

覆盖范围，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普通农户提供技术

指导等社会化服务，着力构建“联得紧、带得稳、收益久”

的长效机制。

提升产业发展含新量。着力加强农业科技攻关与应

用，畅通科技进村入户通道，让更多创新成果在特色产业

强链延链中落地结果，真正让科技赋能产业，让产业富裕

农民。发挥好杨凌示范区作用，加大科技小院、科技试验

站等开放平台布局，围绕种植养殖技术、现代农业经营管

理、特色农产品市场营销和惠农政策等内容，绘制特色农

业需求技术清单、需求清单、成果清单，提供“量身定制”

服务，提升生产经营管理能力。实施乡村人才培育行动，

依据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优化知识结构，重点增强科技创

新、产业创新方面的素质能力，让“田教授”“土专家”不断

涌现。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陕西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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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临潼区在兵马俑商业街区开展特色农副产

品推广、销售和文化体验活动。 王三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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