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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株洲特色农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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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是我国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

要战略选择。因此，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农业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通过调研发现，

近年来，株洲市依托当地自然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仍存在配套

政策不足、农民抗风险能力弱、特色农产品附加值不高、人才短缺等问题。本文以聚焦株洲市发展特色农

业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对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强化特色农业发展政策的顶层设

计、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激活特色农业科技推广的后备力量等措施，以推

进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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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资助项目（XSP20YBC013）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Zhuzhou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Yatao Wang, Jie He 

Hunan Nonferrous Metals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Zhuzhou, Hunan 

【 Abstract 】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vigorously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hoice for constructing 
modern agriculture industry system. Therefore, it h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in recent years, Zhuzhou city has developed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vigorously by relying on the local 
natural endowment, and achieved good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porting policies, farmers' weak ability to resist risks, low added value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shortage of talents. With the theme of focusing on Zhuzhou City's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then proposes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olicy,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cluster, activate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reserve force, to promote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high quality,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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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

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

发展要特色，发展特色农业已成为区域挖掘农业潜

力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特色农业是利用特

定区域的自然禀赋，开发出经济价值和收益高、品

质好且具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发展特色

农业是适应现阶段社会消费的最新需求、加快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

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自然禀赋的差异导致了农业

生产种类的主导性差异。本文以产业振兴作为株洲

县域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分析当前株洲各县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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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状况，把握其基础优势与发展瓶颈，进

一步明确其规划目标与建设路径，从而实现株洲农

村特色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助力。 
1 株洲市县域农村特色农业的发展优势 
1.1 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 
株洲位于湖南东部、湘江下游，属于亚热带季

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热充足，

全年无霜期在 286 天以上，年平均气温 16°C 至

18°C，是名副其实的膏腴之地，适宜多种农作物生

长，为湖南省有名的粮食高产区和国家重要的商品

粮基地（详见表 1）。 
1.2 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 
株洲市特种动植物种类丰富，森林资源充裕，

水资源丰富。株洲市域的植物种类繁多，群落交错，

分布混杂。畜禽、蔬菜、油料、中药材、水果、茶

叶、水产、楠竹等特色农业丰富（详见表 2）。已

创建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 44 个，市级示

范园 41 个，县级示范园 64 个，茶陵红茶和攸县大

豆获批为省级优质农副产品供应示范基地，炎陵黄

桃获批为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集聚区，酃县白鹅

获批为市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集聚区。 
表 1 株洲市重要农产品优势县布局 

产业名称 优势县 

稻谷 茶陵县、醴陵市、炎陵县、攸县、渌口区 

猪肉 醴陵市、攸县、茶陵县、渌口区 

肉羊 醴陵市 

油菜 渌口区、攸县、茶陵县、炎陵县、醴陵市 

花生 攸县、茶陵县 
 

表 2 株洲市九大优势特色农业产业主产区布局 

序号 产业大类 产业小类 主要县市区 

1 畜禽 

生猪 茶陵、攸县、醴陵、炎陵、渌口、天元 

白鹅 炎陵、茶陵 

黄牛 茶陵 

2 粮食 水稻 茶陵、攸县、醴陵、渌口 

3 茶叶 茶叶 炎陵、茶陵、醴陵、渌口 

4 水果 
黄桃 炎陵 

脐橙 茶陵、攸县 

5 蔬菜 

丝瓜 芦淞 

香干(大豆) 攸县 

辣椒 攸县、醴陵、渌口 

6 油料 
油茶 茶陵、攸县、醴陵、炎陵、 渌口 

油菜 茶陵、攸县、醴陵、渌口 

7 水产 

四大家鱼 攸县 

中华倒刺鲃 茶陵 

鲴鱼 醴陵 

8 中药材 中药材 炎陵、茶陵、醴陵、渌口 

9 楠竹 楠竹 炎陵、茶陵、攸县、渌口 

 
2 株洲县域农村特色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 
2.1 缺乏系统谋划，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配套政

策需进一步落实 

近年来，株洲各县积极发挥自身生态优势，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落地生

根，各县农业农村局也制定了一些特色农业产业发

展的惠民惠农政策，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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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当前株洲各县对产前、产

后的资金支持、技术支撑不够完备。二是惠民惠农

资金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支持是株洲农村发展特

色产业的重要保障，但是受制于当地财力的限制，

惠民惠农资金落实不够到位，上级提供的惠民惠农

资金也数量有限，尚未实现对农业项目和农业资金

的整合，不能满足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全部

资金。 
2.2 农村基础设施仍较薄弱，农民抗风险能力

较差 
调研发现，近年来，株洲农村农业生产基本条

件有所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高。但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发展现代农业相比还有一定差

距。农田水利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

农村信息化程度还不够高，急需完善农村数字化、

信息化建设。对于新型的设施农业、特色农业仍未

建立农业保险政策，农业经营主体承受风险能力弱。

种养殖企业和农户参加各类种养殖保险的意愿强

烈，但因保险企业或者政府推出的保险险种不足，

中央和地方投入的补助也不多，所以对农户缺乏吸

引力。 
2.3 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短小，附加值不高 
通过对株洲县域特色农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发现，一些乡镇仍以传统水稻、蔬果等初级农产品

为主，没有品牌效应加持，回报率和经济收益低。

一些龙头企业只能进行初级产品的简单加工，导致

产出的特色产品科技含量较低。部分产业还未形成

集群，在与企业联合经营、深层次加工等方面存在

诸多不足，导致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缺失。 
2.4 农村相关专业技术人才缺乏 
推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关键在“人”。由于

一些乡镇地理位置偏僻，大部分年轻人选择前往城

市寻找发展机会，大量人才流向外地，在广大农村

基本见不到农村青壮年，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紧缺，

因此人才素质普遍不高，高素质人才极为匮乏。一

些农村对农业发展有着传统的种植习惯和劳作方

式，部分农民对规模化种植仍然没有认识到位，小

农思想仍旧存在，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认识不足。 
3 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禀赋，强化特色农业发

展政策的顶层设计 

株洲市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资源丰富，政府

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主动对接国家发展

战略，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规划特色农业产业布局，

强化政策的顶层设计。一是要优化政府惠民惠农资

金政策。因地制宜地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加大政

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二是要扶持龙头企业，创新农

业融资的体制机制。基层政府要结合当地情况，将

一部分具有显著优势且具备较强辐射能力的企业发

展为龙头企业，并对其进行大力扶持。三是要营造

良好的特色农业产业创新创业环境。加强对地方农

业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多方面、全面调研分析，找到

创新项目的突破口，增强创业项目的实践性，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人才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氛围。

四是进一步创新农业保险制度。整合现有农业农产

品保险政策，鼓励险种创新，扩大农业政策保险覆

盖面，设置特色农业产业保险险种。 
3.2 多措并举，完善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设施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对促进地区生产资源和要素

的流动、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农村配套硬件设施。统筹市、县、

镇、村联动，切实做好农村规划建设，进行系统优

化，完备功能布局。重点加强满足现代特色农业发

展需要、满足农村建设要求、满足农民基本生活的

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农村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网络宽带建设，改进特色农产

品销售方式的基础设备，提高信息化水平。三是要

强化农业科技设施的创新驱动。通过科学技术，提

升株洲特色农业产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强自

身竞争力，实现发展特色产业的全新技术手段。 
3.3 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促进特色产业集

群化发展 
产业融合作为发展特色农业的一项重要的措

施。一是要延长特色产品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

要加强对农村特色产品的开发和产销，适时根据市

场信息调整特色产品的具体生产、加工、销售，提

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化水平，提升特色产品的时效性

和附属价值，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补齐

部分地区运输链的物流冷链建设短板。二是要推动

共建共享，进一步提升农村特色产品品牌知名度。

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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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商标注册、质量管理、科技创

新等手段，创建培育自身品牌。三是要全力打造特

色产业集群。逐步形成特色和优势支柱产业错位发

展，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发展。 
3.4 培育新型农民，激活特色农业科技推广的

后备力量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需要培养懂技术、会经营、

爱农业的新型农民队伍。一是要完善农民的职业教

育机制，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

要主动对接职业院校，联合培育新型农民。选送一

批村干部、农业致富带头人、种养大户等人群到高

职高专学校学习提高学历和技术，提高村民整体农

技水平。三是要加大乡村人才政策激励力度。鼓励

农业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在基层一线农业农村领

域工作的农业人才给予足够关爱和政策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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