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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典型县、岐山县“一碗面”经济产业链典型县、泾

阳县蔬菜产业链典型县、耀州区中药材产业链典型县、

汉滨区生猪产业链典型县等省级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典型

县20个。二是围绕县域主导产业，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2022年，陕西创建紫阳县、宜君县、留坝县3个国

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产业集群1个、产业园2个，引领

特色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三是聚焦镇域主导产业，建设

特色产业强镇。2022年，蓝田县华胥镇、眉县金渠镇、

泾阳县云阳镇、靖边县东坑镇、定边县白泥井镇、韩城

市芝阳镇乡村特色产业超过10亿元。四是立足“一村一

品”，建设特色产业专业村镇。截至2021年，陕西认定

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总数已达190个，全国休闲农业

重点县2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48个，数量位居全国前

列。2022年，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村依托千年古茶树和

千亩观光茶园等旅游资源，大力发展茶旅融合产业，入

选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二）“引育并举，联合融动”的人才振兴路径

2022年，陕西省委农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

才振兴的实施意见》，提出培养乡村产业、乡村公共服

务、乡村治理、农业农村科技等各类专业人才。宝鸡市

凤翔区四级联动“126”乡村人才培育模式获评2022年全

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是陕西唯一入选全国12个高

素质农民培育优秀案例的乡村人才培育模式。“1”是指

建立以凤翔区农广校为主体，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科技

园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互为补充

的“五位一体”职业农民培育模式；“2”是指打造两所

学校，即田间学校和手机学校；“6”是指培育懂农善农

六类人才，即产业发展“排头兵”、新型经营主体“带

头人”、乡村振兴“领头雁”、农村电商“领跑者”、

农业农村“发明家”、乡村文化“传承人”。

通过这一模式，凤翔区累计培训农业实用技术人才

26.7万人次，培育乡村人才7.2万人次。宁陕县出台人才

引进和人才奖励制度，对引进人才进行激励奖补、保障

和补助，紧抓中办帮扶、苏陕协作、校地合作机遇，吸

引中国农科院、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西安文理学院等专家教授266名，2022年通过

共建研发平台、项目合作等方式，建成县级专家工作站

7家。西安市鄠邑区设立5个青年“乡创客”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聘任具有乡村产业创业经验的企业家，担任青

年“乡创客”创业导师，通过“以老带新”为乡村人才

振兴注入新动能，并率先在陕西创建首家“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土专家、田秀才、乡创

客”，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服务体系，策划了东

韩村、衙道村等12个村集体股份合作社产业发展项目，

涉及资金4000余万元。

2023年3月，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印发《陕西省高素质

农民培育提升三年行动方案》，计划2023-2025年，接续

建设100所培育机构、1000所农民田间学校，培养500名

“双师型”培育教师，每年培育高素质农民3万余人，三

年共计培育10万人。到2025年，全省高素质农民达到35

万人，覆盖全部产业类型和所有行政村组。

（三）“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的文化振兴路径

2022年1月，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发改委、省

财政厅印发《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优化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管机制，打造一批特

色鲜明、效益显著、影响广泛、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实施乡村文化振兴计划，建立非遗传承

人、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等专业人员、相关机构与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对接机制，推动建设一批“艺术乡村”。

陕 西 省 文 化 馆 与 基 层 文 化 馆 联 合 ， 以 培 训 课 程 、

送专家到田间地头等方式，连续举办乡村振兴巧娘（巧

匠）传承技艺系列培训班，包含剪纸、刺绣、面花、草

编、藤编、安康塌辣子石雕等多个非遗项目，不断壮大

民间技艺人才队伍。安康市汉阴县自2018年以来持续开

展“寻找村宝——文化使者行动”，发动党政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在职人员、群众文化工作者、文艺爱好者以及本土

乡贤能人等社会力量在技艺传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2022年11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陕西省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推动文旅产业数字

化为目标，围绕构建陕西文旅数字资源体系、推动数字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数字化助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与腾讯合作共同打造了

“寻迹始皇陵”“你好兵马俑”“数字秦陵”“Next Idea

腾讯新文创大赛”等25个科技+文化创意项目，利用数字

技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赋能陕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 “价值实现，共同富裕”的生态振兴路径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指出，“要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

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

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首次系统、全

面地提出如何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陕西通

过生态补偿资金优化使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三

条 路 径 实 现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 与 共 同 富 裕 目 标 。 2 0 2 2

年，陕西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达46.7亿元，增速

智库报告丨Think  Tank   Report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