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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改革“快进键” 乡村振兴展新颜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发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人、地、钱”生产要素向现代农业园区集中，

加速农业产业化、“全域园区化”，聚力打造乡村振兴“彭山样板”

□ 何广丙

力促乡村振兴，是建设美丽富饶

宜居乡村的重要抓手。今年2月份，

四川省发布《关于命名2020年度四川

省星级现代农业园区的决定》，7个园

区被命名为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眉

山市彭山区葡萄现代农业园区榜上有

名。该园区以“种中国最好的葡萄”为

目标，已发展成为四川省现代农业

“10+3”产业体系中“川果”特色农业

品牌。因表现出色，2020年该园区果

园村还成功获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亿元村”。

近年来，彭山区充分利用承担中

央、省、市多项农村改革试验区任务的

契机，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大胆改、勇

敢闯，围绕“人、地、钱”生产要素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规划引领、

要素保障、服务指导、创新体制机制等

举措落实到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中，以

“全域园区”理念促进乡村振兴，呈现

出春意盎然的蓬勃发展态势，成为推

动全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领跑者，多项

改革经验在全国、全省推广。

强化规划引领
推进农业产业“全域园区化”

“五一”假期，走进彭山区葡萄现

代农业园区，一条条宽广的乡村柏油

大道纵横交错，一行行葡萄藤架整齐

排列，成片的葡萄藤上长出了嫩绿新

芽，村民们正及时抹芽和捆绑枝条，让

阳光均匀普照叶片，一幅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的乡村振兴画卷尽收眼底。

“彭山区按照‘全域园区’理念，高

标准编制现代农业示范园总体规划，

依托设施葡萄、晚熟柑橘、水稻制种等

优势主导产业，按照功能分区，高起点

规划葡萄、柑橘、稻药等6个现代农业

园区，实现规划全覆盖。”彭山区有关

负责人说，为积极落实中央、省、市乡

村振兴战略部署，彭山区立足区情农

情，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机

遇，发挥成眉同城“桥头堡”作用，从产

业发展、产业融合、组织方式、工作保

障等入手，不断推进园区建设，形成

“一园两翼”格局。

彭山区葡萄现代农业园区此次

荣获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既是彭

山区按照“全域园区”理念，不断强

农业、美乡村、富农民的探索实践，

也是推动农业产业化互动融合发展

的结果。

为力推农业园区“全域化”，2020

年，彭山区委、区政府创新体制机制，

率先成立了眉山市彭山区岷江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工作委员会、眉山市彭山

区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管理委员

会，明确了园区相关工作职责和由谁

负责“人”的问题，为园区各项工作协

调推进提供了组织保障。

目前，全区已全面完成省级1000

万元培育资金项目，省市1700万元奖

补资金项目顺利推进，撬动社会投资

1.9亿元；利用农业嘉年华设施引进集

兰花种植、科普、观光、交易于一体的

天香兰苑已进场，稻药园区成功创建

市级现代农业园区等，已形成农业园

区全覆盖的乡村振兴发展格局。

聚焦人才振兴
激发区域发展新动能

“2017年，我承包了130亩春见

柑橘园，带动数百名乡邻科学种植特

色农业，成为再造乡土、振兴乡村的生

力军。”在彭山区乡村振兴政策激励

下，电子信息专业硕士研究生刘沈厅

毕业后毅然返乡创业，入选全国农村

创业创新优秀带头人，成为彭山区拥

有高学历的新型职业农民。

在彭山区，新型职业农民已成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急先锋”。“彭山区坚

持把乡村人才振兴作为推动乡村发展

的关键抓手，大力营造乡村人才‘引得

进、留得住、用得好’生态环境，努力打

造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

农村实用人才和高素质乡村人才队

伍。”彭山区有关负责人说。

为破解乡村振兴中人才匮乏难

题，彭山区多措并举，筑牢人才支撑

“保障墙”。一方面，瞄准本籍优秀群

体，实施“雁归兴乡”行动，建立起覆

盖全国12个地区320余名彭山籍在

外优秀人才信息库，筛选重点回引培

育对象210余人，先后将 83 名优秀

农民工列为后备干部，35人选拔进

入村级班子。另一方面，建立科技特

派员制度，组建葡萄、猕猴桃、柑橘、

稻药、标准化养殖5个小分团，开展实

用技术培训，将农业专业人才补充到

乡镇事业单位，充实了基层专业人才

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彭山区围绕“谁来

种地、谁来养猪”的时代之问，紧抓家

庭经营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节点，

引育大学生、返乡创业等人员创办家

庭农场，走职业农民之路。同时，大力

推动以职业农民为骨干的家庭农场组

建创业联盟，积极开展内部自律，发展

拓宽农场主市场竞争和议价权，共吸

纳会员 680户，累计收取会费 48万

元，团购农资800余万元，协助销售农

产品超过1.3亿元。

如今，彭山区聚焦“点、线、面、体”

四维拓展引育人才，让职业农民“引得

进、育得精、留得下、干得好”。截至目

前，全区共发展家庭农场1862户（省、

市、区各级示范农场277户），全区家

庭农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5万元，

超过全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2万

元，其中职业农民参与经营的家庭农

场达372户，占总数的20%，乡村振兴

人才困境正逐步破解。

加速产业振兴
力促农民增收致富

产业既是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支

柱，也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撑。

“为带动农户产业致富，彭山区建

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探索以市场经

济手段带动农户获得最大收益、以农

业产业化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

彭山区有关负责人说，彭山区以健全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抓手，探索建

立入股利益分享、产业链增值共享等

联农带农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

持续增收获益。

为力促乡村振兴，彭山区积极探

索“园区+”“农业+”“农户+”等产业振

兴模式，通过建立龙头企业牵头、新型

经营主体跟进、广大小农户参与的发

展联合体，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形成生

产基地、精深加工、农旅融合、休闲康

养等互为犄角、相互支撑的闭合型产

业链条。目前，彭山区已建成推出古

堰新桥田园综合体、盘桓小筑、凤鸣花

谷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20余个，带动

乡村旅游增收14亿元。同时，积极推

进“农户+公司”“农户+家庭农场”“农

户+合作社”等模式，在技术、资本、产

品、市场等方面扶持小农户发展壮大，

让农户获得更多增值收益。

为激发园区产业发展活力，彭山

区与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农科院等

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校地合作，建

设专家大院1个，推广葡萄厢垄微耕

机运用、水肥一体灌溉等实用技术

15项，科技推广应用率达100%。支

持社会组织建设彭山数字农业服务

平台，为农户提供产销对接、劳务服

务、生资供给、政策查询、农技培训等

服务，信息服务惠及80%以上农户。

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彭山区优

化了乡村布局、繁荣了农业产业、促进

了农旅融合，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步伐

明显加快。目前，全区发展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3600余个，水果种植面

积达到13万亩，实现产值11.7亿元，

有力推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擦亮农业金字招牌
搭建乡村振兴“四梁八柱”

为进一步提升农业品牌市场竞争

力，彭山区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充分发挥现代农业园区作为乡村

振兴重要抓手作用，以“提质增效、宜

居宜业”为目标，以农业产业“全域园

区化”为主轴，统筹推进现代农业园

区“城乡融合、农旅融合、文创融合”，

搭建起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筑牢乡

村振兴的产业基础、补齐乡村振兴短

板等，从多维度打造农业产业功能

区，搭建起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

“今年，彭山区将大力开展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力促省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

98%以上，并开展特色产业标准园认

定、‘十佳家庭农场’及‘果王’评选工

作，多措并举为创建地域农业品牌蓄

势聚力。”彭山区有关负责人说，彭山

区将与四川农业大学合作开展区域公

用品牌建设，抓好各类企业品牌培

育。同时，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新建成高标准农田1.6万亩，特色水果

种植面积达13.2万亩，产业发展影响

力不断增强。

如今，彭山区正紧抓现代农业园

区这个农业产业发展的“牛鼻子”，对

标现代农业“10+3”产业体系，从体制

机制入手，加速农业生产要素向现代

农业园区聚集，多维度打造农业产业

功能区。大力培育产业化联合体和农

产品产销龙头，把现代农业园区打造

成“长寿养生地、四季花果香”“宜业、

宜居、乐游、乐购”的“天府都市现代农

业大观园”，为彭山区加快建成“现代

化成都都市圈副中心成眉同城率先突

破区、‘中强’核心增长极”打下坚实基

础，为推动农业农村改革“下深水”、打

造高质量发展的乡村振兴“彭山样板”

迈出坚实步伐。

电商进村建“农超”
架起农民“致富桥”

安徽桐城市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培育电商主体，实施电商精准扶贫

□ 汪桂云 潘月琴

“不要跑路，他们来收，还给

现钱，真好！”近日，在安徽省桐

城市金神镇杨塘中心超市门口，

姚冲村73岁村民鲍时健的2斤

山芋粉丝、2斤萝卜干、28个土

鸡蛋，秒变现金56元。

这不是鲍老第一次在家门

口做买卖了。自从杨塘中心超

市嫁接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服务点”，这里就变成了“小集

市”，农民们吃不掉的菜、鸡蛋都

可以在这里变现。当天，这个服

务站收购的还有许庆林家的豌

豆、蔡业明家的生菜和苋菜、

张泉玲家的土鸡蛋等，总计600

多元。据村级服务站承办企

业——农夫商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钱叶伍介绍，收上来

的时蔬、干货、土鸡蛋稍后将在

城区的消费扶贫企业馆上架，让

城里人吃到地地道道的农家菜。

近年来，桐城市大力发展农

村电商，积极培育电商主体，在

工业品下乡、农产品上行之间搭

建桥梁，补齐农产品上行不畅短

板，有力促进了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农夫商城是桐城市培育的

本土电商平台。该平台以“电商

平台+基地+大户+农户”模式，

依托雪花池家庭农场，由专业人

员打理100多亩大棚，年产瓜果

蔬菜百余吨，同时调剂、代收其

他农场农产品，把桐城锌米、小

花茶、家禽、蔬菜等农产品整合

在一起，打造桐城优质“农超”，

市民线上下单，公司线下配送。

在坐落于桐城经开区的农

夫商城公司，每天早上7点半准

时开启“一镇一线一车”配套服

务模式，11辆满载着基地生产

的瓜果蔬菜的车辆从这里出发，

驶向通往各镇的乡村公路。

据桐城市商务局电子商务

科科长姚松贵介绍，桐城市坚持

“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原则，以

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建设电子

商务综合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

配送中心，全方位提供培训、设

计、运营及物流配送等服务；指

导物流配送中心在全市各镇设

立32个综合服务点和164个便

民网点，并与村淘、京东、苏宁易

购、邮乐购等第三方平台合作，

构筑完善的农村电商物流配送

体系，实现物流配送全覆盖；免

费代收代销贫困村农特产品，实

施电商精准扶贫工程。

近三年来，桐城市电商产业

共带动2700户贫困户销售农特

产品，实现销售额近 1000 万

元。特别是2020年疫情初期，

为有效解决贫困户农产品卖难

问题，农夫商城公司发挥电商平

台和物流配送优势，推动小农户

对接大市场，帮助农业经营主体

销售鸡300余只、鸡蛋3万余个、

各种蔬菜40余吨，销售额达18

万余元，帮助草莓种植户网上销

售草莓3000余斤，销售额达6万

余元。桐城市已被认定为全国

十个农村电商激励县之一。

“共同配送”助力云南沃柑出山进城

手机成为手机成为““新农具新农具””
直播成直播成为为““新农活新农活””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安远

县大力发展电商产业，电商已成

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契机，手

机成为广大农民的“新农具”，开

网店、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

目前，全县共有2万余名电商从

业者，每年有5000余万斤农特

产品插上“电商翅膀”飞出大

山。图为安远县鹤子镇阳佳村

富硒产业基地主播郭燕婷在大

棚里直播。

新华社记者 陶 明 摄

□ 杨 静

眼下，沃柑产季已进入尾声，潘思德

每天依然在现代化的沃柑选果厂忙着。

“今年沃柑产季最高时每天发送

2万多单，而去年总共只发了1.9万单。”

28岁的潘思德是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

自治县潘橙果业的负责人，2009年高

中毕业后，他就跟着父母种橙子，因为

没有任何经验和技术，起初只能做一些

苦力活。

“种活一棵树”是他最初的目标。为

此，他去广西、湖南等地，向种植户、专家

请教种植技术，经过5年的努力，将150

亩荒地变成了果园。

“当时砂糖橘种植面积不大，本地就

能消化，不愁卖。”潘思德说，随后家里流

转了300亩荒山种植砂糖橘，不少农户

看到种砂糖橘赚钱，纷纷跟着种植。

为拓宽销路，潘思德开车到四川、

重庆、贵州跑市场、拓渠道，但消化能

力有限，加之没有加工能力，很快便出

现滞销。

此时，在新平县从事快递行业的普

兀城也面临发展难题。尽管送件量在增

加，但峰值很快出现，加之送件挣得不

多，如何更好发展成为现实问题。

作为其中一家快递企业负责人，

普兀城尝试将县城5家快递企业进行整

合，试图通过整合配送消化快递，但只维

持4天就失败了。“5家快递公司系统不兼

容，要用5个软件，派送时效慢。”普兀城

说，4天就发生快递积压、出现爆仓。

“这是全县电商物流发展的一个缩

影。”新平县商务局局长刘枝兰说，全县

电商发展起步晚，在农产品上行方面长

期都是小打小闹，助农增收收效甚微。

2019年7月，菜鸟升级乡村物流体

系，开始在广大农村布局“共同配送”项

目，新平县是最早落地该项目的县域之

一。2020年5月，新平县的五家快递企

业携手合作，共同成立了仓羽通港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对县域快递物流业进

行资源整合，通过分拨场地的统一选址

和规划，实现快递包裹处理场地、流水线

集中统一，实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菜鸟共配项目实现‘一枪扫五码’，

提升了出入网点的效能。”菜鸟乡村生鲜

供应链总经理郜佳男说，他们建成了新

平县共配中心，在镇村布局密集的共配

网点，形成了县、镇、村三级配送体系。

在农产品核心产区，还建设了产地仓，农

产品实现就地加工配送销售。

在新平县柑橘种植核心产区水塘

镇，菜鸟共配项目与普兀城合作，建立

3500平方米农产品上行物流中心，形成

日产8万单的产能、350吨的加工能力，

相比之前将农产品在昆明加工转运，每

单可节省成本3角~5角钱。而普兀城

也有了新身份——新平县菜鸟上行物流

中心负责人。

“菜鸟上行仓的建立对全县农产品

上行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水塘镇党

委书记李俊说，随着上行仓的建立，当地

水果外运效率和水果加工能力都得到提

升，一些企业还实现了品牌溢价，其中就

包括潘思德的潘橙品牌。

与此同时，一些村落也具备了农产

品上行能力，柑橘在村里加工分选包装

后，通过物流网络直达城市消费者。

农产品卖得出去，提升了农户种植

信心。目前，新平县柑橘种植面积超过

12万亩，成为云南“柑橘第一县”。

随着“共同配送”的完善和发展，上

行仓还提供了近300个就业岗位，让当

地群众可以就近就地打工、增加收入。

在菜鸟上行仓的助力下，曾经依靠

卖统货、走批发的水塘镇开始对水果进

行精准细分，并通过细分倒逼种植户提

升种植技能。

“我们建立了糖度、酸度、花斑、次

果、颜色等精准分选体系。”潘思德说，今

年线上销售80万件沃柑，线下销售20

万件，总销量达到2200吨。

“‘共同配送’已派生出三大效应。”

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

员王文生说，该模式拓宽了新平县水果

销路，提高了产品时效性和品控要求，保

障了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

云南新平县推进“共同配送”项目落地实施，在镇村密集布局共配网点，
形成县、镇、村三级配送体系，拓宽水果销路，保障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