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4年第11期·　　　　 ·新西部

Exclusive  Investigation丨独家调查 Ｅ

中 ，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 省 级 以 上 农 业 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 “ 两 品 一 标 ” 品 牌 的 贡 献 相 对 较 高 ， 各 县

（市）龙头企业示范、农业品牌化等战略成效显著。培

育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是经营环节进一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对策建议

打 造 沿 黄 县 域 特 色 农 业 全 产 业 链 、 产 业 群 。 发 挥

神木、韩城、大荔等工业强县（市）、农业强县（市）

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引领带动作用。整合各方资源

和力量，抱团发展，宜链则链、宜群则群，推动传统农

业 由 “ 单 个 产 业 → 全 产 业 链 / 产 业 群 ” 的 升 级 转 换 。 各

县 （ 市 ） 依 托 特 色 资 源 打 造 全 产 业 链 、 产 业 群 ， 推 动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旅、农文旅融合发展。发展电

子商务、休闲农业、健康养生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留在县域、下沉乡村。

加大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研究。

黄河沿岸土石山区生态环境脆弱，土壤贫瘠，水土流失

严重，水资源匮乏，人口流失严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交通不便，是沿岸县域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

制约因素。应引导和鼓励科研院所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对

沿黄枣业等传统农业的影响、节水灌溉、土壤改善、水

土保持、农业品种开发、优质公共服务共联共享模式等

研究，同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真正发挥科教大省在现

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建立健全基础设施建设管护机制。进一步强化省级

统筹，主动发力，立足长远、适度超前、科学规划，优

化基础设施的布局、结构和功能。加强沿黄县域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加大基础设施管护维护力度。加快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数字基建在现代农业发展、产品

生产及营销等方面的决策优势。

建 立 健 全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发 展 机 制 。 农 业 文 化

遗产是沿黄县域具有的特色农业资源，要深入挖掘重要

农遗资源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等业态，创建农遗品牌，丰

富农遗活化利用形式，拓展农业功能。科学整体谋划，

制定佳县古枣园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建立以生态与文化补偿为核心的政策激励机制，建立政

府 、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 公 众 “ 三 位 一 体 ” 的 多 方 参 与 机

制。组织编写农遗相关科普读物，充分利用传统媒体、

新媒体、融媒体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宣传。

推 进 传 统 农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 加 快 数 据 要 素 融 入 农

业的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环节，形成特色鲜明、参

与度广、带动能力强、数字化水平高的产业链条。充分

利用现代化声光电科技手段，推动黄河农耕文化等特色

资源产业化、品牌化，拓展价值链。加大物联网、大数

据、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使用，如区块链技术

在农产品电商的质量安全控制方面的使用可自动实现农

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注释

① 受 资 料 制 约 ，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与 农 业 总 产 值 之

比 、 农 产 品 深 加 工 比 例 、 有 效 灌 溉 率 、 高 标 准 基 本 农

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园区、规模养殖场等）、固定

资产投资、职业农民等指标暂未纳入。

②为避免混淆，本文“农业”指广义农业，即农林

牧渔业。需要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标准表述时，如数

据分析所用的统计数据，用“种植业”代替“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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