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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农业保险体系不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覆盖范

围较窄，虽然抚州烟草、中药材、水稻、柑橘种植、仔

猪、肉牛养殖等产业设置了险种，但是还有其他一些重

要的经济作物尚未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农业保险体系

还需进一步完善。

3、带动能力不够大

近年来，虽然抚州各地大多已组建了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多种形式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但由于组建时间不长等原因，这些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规模偏小、辐射带动脱贫户持续

稳定增收的能力不够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偏少，且存在不规范的

问题，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空壳社”占比较高。

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面临诸多瓶颈。一些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集约化生产水平不高、配套设施建

设相对滞后、市场开拓能力较弱、抗风险能力较差、用

工、用地较难等问题。

三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力不够强。虽然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在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仍然存在辐射范围较窄，带动村民增收作用不够

明显的问题。

4、竞争能力不够强

一是产品附加值不高。抚州乡村产业发展起步晚，

各 地 尚 未 形 成 完 整 的 产 业 体 系 ， 大 多 集 中 在 种 养 等 领

域，以销售原材料或初级加工产品为主，没有及时引进

大型龙头企业进行精深加工，产品附加值不高。

二是产销设施建设不全。比如生鲜农产品仓储保鲜

冷链物流体系、电商网点等产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对

农产品的销售造成一定影响。

三是品牌影响力不大。目前，抚州全市能真正代表

抚州特色，拿得出、叫得响的地域性品牌不多。比如，

目前抚州市仅有3个品牌评为江西省十大区域公用品牌、

1 0 家 企 业 评 为 江 西 省 5 0 强 企 业 品 牌 、 仅 有 3 1 个 农 产 品

地理标志。此外，还有一些高品质的农产品由于没有品

牌、商标，“养在深闺人未识”，社会知名度低、竞争

力 不 强 ， 价 值 无 法 得 到 体 现 ， 导 致 经 常 出 现 “ 好 货 贱

卖”现象。

四是新型人才不足。掌握网络平台运营及营销技能

的专业人才匮乏。据调研，目前抚州全市很多村委会没

有掌握电商销售技能的专业人才。

5、内生动力不够强

一是村民发展产业信心不足。一些村民文化程度不

高，思想观念比较落后，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市

场观念、创业意识不强，认为发展产业易受自然灾害、

市场风险和动植物疫病的影响，无法保证收益，因此惧

怕风险，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低。

二是村民发展产业的意愿不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基本外出务工，留下的绝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儿童，

导致发展产业的劳动力短缺，加之受资金、技术等方面

因素的影响，村民不太愿意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中来。

三是驻村干部发挥作用不够。一些驻村工作队在乡

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宣传不够到位、调研不够深入、工

作创新意识不强、建设性的点子办法不多。

关于抚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思考

1、增强统一规划意识，提升产业发展能力

一个地方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统一规划。

一是做好顶层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

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欠发达地区抓发展，

更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好特色文章，实现差

异竞争、错位发展。” [1]为此，基层领导干部应根据实

际，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乡村产业发展规划，将政府、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村民等各方资源有机整合起来，优先

发展要素禀赋集中、比较优势突出、市场前景广阔的特

色产业，“持续推动优质稻、蔬菜、中药材、优质特色

水果四大产业发展”， [2]建成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菜篮

子”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强镇、特色产业集群，逐步形

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带。

二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充分盘活村里闲置资产，

促进光伏发电、烟叶、油茶、绿色蔬菜等产业发展，提

升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效益。

三 是 促 进 产 业 融 合 。 积 极 调 整 产 业 结 构 ， 形 成 层

级明显、功能衔接的产业布局。要“按照‘两特一深一

游’现代农业发展思路，大力发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

和乡村旅游，用工业思维发展农业，推动精深加工，促

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3]

2、加大资金投入，提升产业造血能力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资金投入至关重要。

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政府每年安排相应财

政资金，用于支持乡村产业振兴。此外，基层政府还应

充分利用国家助农优惠政策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项

目政策支持，进一步助推乡村产业发展。

二是加大金融机构帮扶力度。制定和完善促进乡村产

业发展的信贷政策，解决乡村产业发展融资较难的问题。

三是发挥社会力量支持作用。多渠道拓宽乡村产业

发展的资金来源。通过政策引导，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