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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

一是种养加连通不足。多数龙头企业聚集在产业链

条上的某一环节，或以种植业为主，或以养殖业为主，

或以加工业为主，参与种养加的全产业链发展不足。

二 是 产 供 销 、 贸 工 农 一 体 化 不 深 。 如 黔 东 南 州 的

蓝莓产业在发展中就面临物流成本高企、市场运营能力

弱、销售渠道不畅等困境，更多是先有产品再找市场，

极大地限制了发展。

三是产业融合不够。农产品深加工及品牌建设与文

化、旅游、康养、医疗等融合不够，直接影响了产品附

加值及品牌力的形成。

四是信息共享不到位。各“端”各自拥有和掌握相

关信息，共享不及时、不充分，未能较好地服务于农产

品深加工及品牌建设。

5、政策机制之短：支持力度不够，及时跟进不紧

一是相关扶持政策未能“应运而生”或覆盖不足。

如 ， 安 顺 市 平 坝 区 万 佳 农 产 品 开 发 公 司 建 设 厂 房 过 程

中，第一期建成后因排队等待用地指标，第二期建设工

程迟迟未能动工。又如，在“三品一标”认证实践中，

多数地方政府未出台相应的“三品一标”认证费用的补

助 政 策 ， 加 之 部 分 农 业 生 产 主 体 经 济 实 力 弱 、 思 想 保

守，经营主体参与认证积极性不高，最终导致“三品一

标 ” 的 主 体 数 和 面 积 数 相 对 较 少 ， 从 而 不 利 于 品 牌 建

设。

二是多数加工民企融资困难，流动资金缺乏。农产

品加工业收购原料季节性强，全年加工原料需要一次性

收购，资金占用量大，而产品是常年加工销售，资金周

转回收慢，流动资金需求量大。由于大多加工民企担保

抵押不足，又缺乏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正需要“资金”

时往往会因为流程较多、门槛较高而难于获得金融机构

的融资支持，加之近年又无专项农产品加工资金支持，

无形制约了企业发展。

三是农产品加工统计监测机制不完善。在农产品加

工业监测分析方面，贵州的工作整体起步较晚，相关的

体制机制还不太完善，存在调查制度不一致、行业分类

不适合、指标体系不健全、统计范围不完善、信息反馈

不及时等问题，这与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的形势及其

品牌化打造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推进贵州农产品精深加工

赋能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贵州应按照“理思路”“优布局”“筑基底”“强

企业”“厚服务”的方略思路，切实加强农产品深加工

和 品 牌 建 设 ， 这 也 是 推 进 和 巩 固 农 产 品 规 模 化 、 基 地

化、标准化成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贵州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切实理清高质量发展思路

一 是 对 贵 州 农 业 发 展 优 势 和 定 位 进 行 精 准 把 握 是

前提。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制约，贵州不宜提供大宗农

产品，在现有部分单品已达到一定规模基础上，切实走

农产品“小、特、优”之路，着力发挥贵州生态农业优

势。

二是保障农产品深加工的原料供给是基础。要强化

原料质量和安全控制，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原料生产基

地。

三是“四个突破”是关键。即单品上要有突破、品

牌上要有突破、附加值上要有突破、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上再突破。

四 是 以 “ 三 品 ” 协 同 助 促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发 展 是 手

段。依托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推动农产品加工“区域

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

五 是 构 建 “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 加 工 链 + 加 工 群 ” 的 加

工生态圈是目标。要以农产品加工业推动上下游配套企

业、生产要素加快聚集，打造产业加工链和产业加工集

群。

2、切实优化科学布局

着力打造农产品加工规模由小到大、加工层次由粗

到精、加工布局由散到聚的布局体系。

在结构布局上，要以一村一品、农业产业强镇、特

色产业集群等项目为抓手，集成政策、集聚要素、集中

企业、集合服务，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创建一

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

在 空 间 布 局 上 ， 可 在 产 业 聚 集 区 和 物 流 节 点 布 局

二三产业，打造以龙头企业牵引、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

社跟进、广大农户参与的产业化联合体，实现加工在城

镇、基地在村、增收在户的布局体系。

在功能布局上，构建以产业园为引擎、产业集群为

骨干、点线面协同推进的现代加工产业体系，重点在生

产端强化品种培优、规范管理，在加工端标准生产、品

质提升，在销售端品牌培育、开拓市场，着力推进农产

品“三端”有效衔接。

3、切实筑牢发展基底

一是以共建共享铸就其生产加工优势。引导龙头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畅通基

地共建、资源共享机制，提升农产品质量标准及其市场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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