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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尹帅阳 

（河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法律学院 天津市红桥区 300131）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举国同心、砥砺奋斗，脱贫攻坚

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从乡村本身入手谋发展，壮大乡村

富民产业刻不容缓。本文从重要性、现况和问题、对策措施、发展前景四个角度探究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对

策和实施途径，从而推动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农业 创新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一、乡村富民产业的蓬勃发展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乡村富民产业是指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能够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的产业。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产

业支撑，乡村富民产业的发展能够为乡村带来活力与动力，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的重要抓手。乡村富

民产业的蓬勃发展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层面 

1.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乡村富民产业能够为农民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增加工资性收

入。例如，在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中，农民可以通过参与生

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获得劳动报酬。同时，产业的发展还能带动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难题，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从而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2.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如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办合作社、开展土

地流转经营、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等，能够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增加村集体的经营性收入。

强大的农村集体经济可以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困难群众帮扶等提供资金支

持，增强农村自我发展和自我服务能力，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3.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能够带动农村

地区的产业集聚和产业链延伸，形成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例如，一个特色农产品加工产

业的发展，可以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如原材料供应、包装印刷、物流运输等，

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繁荣，从而增强县域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发展后

劲，推动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以县域经济的繁荣带动乡村经济的全面振兴。 

(二)社会层面 

1.吸引人才回流：乡村富民产业的发展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就业空间和施展才

华的舞台，能够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退役军人等返乡创业就业。这些返乡人才带回



                                     http://www.sinoss.net 

 - 2 - 

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造力，缓解了农村人才短缺的问

题，同时也促进了城乡人才的双向流动，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2.改善农村社会结构：随着乡村富民产业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农村社

会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一方面，产业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减少了

农村人口的外流，避免了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保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活力；另一方

面，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了农村居民职业结构的多元化，培养了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农村

产业工人和创新创业人才，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推动了农村社会的现代

化进程。 

3.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乡村富民产业的发展能够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减少因贫困、就业困难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产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社会

的和谐稳定。此外，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能够更

好地解决农村社会事务，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效能。 

（三）文化层面 

1.传承和弘扬乡村文化：乡村富民产业往往与当地的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等密切相关，

如传统手工艺品制作、民俗文化体验等产业。在发展这些产业的过程中，能够有效保护和传

承乡村文化，让乡村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也能够为富民产业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和魅力，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实现乡村文

化与产业的良性互动和融合发展。 

2.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尚：乡村富民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农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文明素质

的提升。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农民接触到新的生产方式、经营理念和市场规则，逐渐树立

起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和合作意识等现代文明理念。同时，产业的发展还可以为农村文化活

动的开展提供资金支持和平台载体，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四）生态层面  

1.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的发展促使农业生产方式向绿色、生态、可持续方

向转变。例如，在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中，推广绿色种植养殖技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等，

能够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同时，乡村产业的

发展还可以促进农村资源的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

互动。 

2.促进农村生态宜居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优势。发展乡

村富民产业的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能够推动农村生态宜居建设。例如，通过

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产业，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生态宜

居的美丽乡村，不仅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优美的生态环境，也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了

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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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乡村富民产业的发展现况及其问题 

近年来，我国乡村富民产业取得了积极成效，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1.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各地立足特色资源，发展了一批彰显区域特色、富有乡土气息、

体现乡村价值的乡村产业，如龙里县湾滩河高效农业示范园，通过设施农业种植应季、错季

蔬菜，年产值达 2000 万元左右，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就近就业的机会。 

2.农产品加工业不断壮大，其在提升农业附加值、构建农业全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农业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加速涌现，农村电商、视频直播、冷链物流等新业态方兴未

艾，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5 万亿元，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5870.3 亿元。此外，中

国各地还积极探索“种植+”林牧渔，“农业+”制造、服务，“农业+”文化、旅游、教育、

康养，“农业+”新技术等模式。 

4.产业主体载体集聚壮大，联合体内部实现“资源要素畅通、利益联结紧密、服务购销

最惠。” 

乡村富民产业存在的问题尽管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1.产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不足：乡村产业门类不全、规模较小、链条较短、布局较散，

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不高，品种、品质、品牌等方面都亟待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农

民获得的增值收益都比较低，一些地方同质化竞争现象比较突出，产业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发

展能力都需增强。 

2.农产品加工水平和能力有待提升：农业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农产品加工技术和装备等

较为薄弱，农业标准化建设推进较为缓慢，制约了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发展。 

3.资源要素和配套设施支撑不足：资金、技术、人才向乡村流动仍有诸多障碍，资金稳

定投入机制尚未建立，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尚不完善，社会资本下乡动力不足。乡村交通物流、

网络通信、仓储冷链、商业网点等设施建设也有待加强，制约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

换。 

4.产业融合发展不充分：乡村产业融合主要以农业为依托，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农

业内部结构失衡、一二三产业融合深度与层次不够。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引领农户增收能力

受限，农业产业链短，产品转化能力不足；非农产业割裂，“农业+”模式尚未得到广泛有

效应用；乡村产业融合过程中侧重经济功能，生态、文化等其他重要功能拓展不够。 

5.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仍然是传统农业，主要粮食作物

如稻谷、小麦、玉米仍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耕地面积，而且大多数农村地区还过度依赖单一农

产品。这种农业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存在许多问题，农村经济对气候和市场波动敏感，在自然

灾害如旱涝、病虫害等发生时，过于依赖单一农产品的农村地区更容易遭受经济损失，市场

波动也可能导致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农民的收入不稳定。 

以上问题说明乡村富民产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立足实际、大胆创新、对症下

药，才能实现乡村富民产业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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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的对策措施 

1.针对产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不足问题：加强产业规划与布局，制定跨县市的区域产业发展

规划，协同推进产业链融合发展，提升农民能力与组织化程度，努力打造优质农产品，培育

壮大产业集群，创建区域性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引导社会资本向特色农产品领域集中，统

筹布局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补齐产业集群短板、延长产业链条。 

2.针对农产品加工水平和能力有待提升问题：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装备研究与应用水平，实施

科技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装备研发机构和生产制造企业，提升农产

品精深加工技术装备研发能力；优化农产品加工业产业结构，统筹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初

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与专用原料生产、仓储冷链物流、市场消费等上下游产业有

机衔接，与营养健康养生、文化教育、休闲旅游和电子商务等农村产业有机结合、深度融合；

加快农产品精深加工布局调整，农产品精深加工产能要向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和现代农业产业园布局，要向大中城市郊区、

加工园区、产业集聚区和物流节点发展；培育精深加工企业发展主体，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

加快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支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采取

兼并重组、股份合作、资产转让等形式，形成一批领军企业和平台型企业；打造农产品加工

集聚发展平台，支持主产区依托县域形成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尽可能把产业链留在县域，

建成一批农产品专业村镇和加工强县，建设一批全国农产品精深加工示范基地，统筹农产品

产地、集散地、销地批发市场建设，加强农产品物流骨干网络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 

3.针对资源要素和配套设施支撑不足问题：加强政策保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加

强对相关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力度，围绕农产品加工关键环节，加快提升精深加工产能；强化

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精深加工企业、综合利用加工短缺产能和重要特色农产

品原料收购的信贷支持力度，落实用地政策，各地对农产品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和仓储

流通设施建设用地，在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安排上予以倾斜支持；加强人才培养，着

力培育乡村运营人才，深入推进农村职业经理人试点，组织实施好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人才培

训行动；创新土地供给结构和模式，推进“坡地村镇”和“绿色项目点状开发”建设用地试

点，推进城乡低效用地再开发、低丘缓坡荒滩未利用地开发，建立农村用地绩效评估机制；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各地农业产业优势和设施建设现状，统筹规划布局，优化功能配置，

加强农产品产地冷链设施建设，推动设施农业提档升级，加快老旧农业棚室改造升级和老旧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进一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数字农业基地建设；推进农村电商发

展，加快体系化推进、品牌化建设和集聚化发展，以电商特色产业链为重点，着力建设一批

县域农产品电商集聚区、电商直播基地、电商强镇（村）和农产品电商龙头企业。 

4.针对产业融合发展不充分问题：推进农业功能拓展模式，推进农业与商贸、旅游、教育、

文化、健康养生等产业深度融合，拓展农业多样化功能；应用高技术渗透模式，应用数字农

业技术、农业高新技术等培育现代农业生产新模式，实现农产品线上线下交易与农业信息深

度融合；发展多业态复合模式，生态循环农业、农产品加工、农家乐、农事体验、民俗文化

展示、农产品电子商务、特色小镇等多业态相互融合，推动乡村产业兴旺；探索产城融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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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把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促进产城融合，瞄准现代都市型农业，

发展特色涉农产业，推动农民就近城镇化、就地市民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各地以促进农

民增收为落脚点，积极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形成一体化经营

组织联盟，采取股份合作、订单合同、服务协作、流转聘用等模式，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的

利益共同体；聚焦创新促升级，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要在农产品的绿色生产、优质加工

和有效销售整体协同推进方面下功夫，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力求将更多的产业利润留存在乡

村并分享给参与开发的农户。 

5.针对农村产业结构单一问题：着力延长产业链，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增强农产品就

地转化增值能力；系统推进标准体系建设，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造就标准化的好产品；扶

持龙头企业，培育地域特色品牌，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拳头品牌”，

创新品牌推介方式，提升特色农产品和服务的品牌溢价能力。 

四、乡村富民产业的发展前景 

乡村富民产业的发展前景广阔，以下是具体分析： 

1.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持续发力，完善财政扶持政策，发挥中央财政

资金撬动作用，鼓励地方财政支持，引导政府专项债、产业发展基金等投向乡村；健全金融

产品体系，建立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开发“种子贷、专项贷、链条贷”等金融产品，为乡村

富民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用地政策保障有力，落实落细用地政策，保障和规范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确保乡村富民产业有地可用，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支撑。 

2.产业融合趋势明显，多业态融合发展：探索“加工流通延链条、休闲旅游拓功能、农

村电商创业态”的发展路径，强化业态融合，发展“种植+”林牧渔，“农业+”制造、服务，

“农业+”文化、旅游、教育、康养，“农业+”新技术等模式，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形成全环节升级、全价值提升、全产业融合的发展格局；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加快推动

农产品就地就近转化增值，把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未来还将进一步延链强链，提

升农业附加值，构建农业全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经营主体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引领

作用增强，构建大企业牵头、中小企业跟进、小农户和创业人员广泛参与的经营体系，壮大

国家、省、市、县龙头企业队伍，发挥其在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带动乡村富民

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3.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培育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引导返乡在乡人员

创业就业，提高农业产业组织化程度，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形成共建共享

的产业发展共同体。品牌建设成效显著持续推进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分品类、分梯次、

分年度培育一批高水平的农业品牌，推动农业品牌由小散弱向大精强转变，提升乡村富民产

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让优质农产品卖出好价钱，增加农民收入。 

4.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消费升级带来新机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

变，对绿色、有机、特色农产品以及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的需求不断增加，

为乡村富民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农村电商拓展销售渠道，农村电商平台数量稳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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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经营主体规模不断扩大，覆盖范围逐步拓展，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兴营销方式，

能够将乡村特色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打破地域限制，实现农产品与消费者直接对接，提

高农产品的销售效率和效益。 

5.科技与人才支撑有力，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发挥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引入新技术、

新设备和新方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

绿色化方向发展，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6.人才下乡助力发展：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导

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为乡村富民产业的发展提供智力

支持和人才保障。 

乡村富民产业的创新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未来前景无比广阔、大有可为，必将为实现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五、结语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产业支撑，乡

村富民产业的发展能够为农村带来生机活力，推动实现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发展。

本文就当前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现况和问题和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创新蓬勃发展的对策措施

进行了全面剖析，从重要性、现况和问题、对策措施、发展前景四个方面探究乡村富民产业

发展的对策措施。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动乡村富民产业蓬勃创

新发展的问题，同时为政府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参考。乡村富民产业的创新蓬勃

发展必将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引领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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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mphasized that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quires 

persistent efforts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promot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entire nation worked together with determination and determination, achieving a 

comprehensive victory 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further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star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s themselves.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industries that enrich the rural population.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for rural prosperity industr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rrent importance, problem-solving measures, development prospects, thereb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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