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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加深，我国国民的生活水

平也是不断提升，并且国家也是认识到农村产业结构

的局限和不足，所以积极的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以

期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就是借助泸水市称杆

乡这一产业结构调整的案例，进行了相关的论述。

1　称杆乡全乡现状

泸水市称杆乡是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九个贫困

乡镇之一。农业生产落后，发展滞后，人均收入极

低。近几年来，当地政府高度重视该乡的脱贫攻坚以

及乡村振兴，多渠道解决他们的各项实际问题，成效

显著，认可度较高。但还未达到乡村脱贫、乡村振兴

的目标，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发展成果，增加农民经济

收入，促进当地的发展，所以当地政府在该乡及附近

地区积极的推进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期早日实

现乡村脱贫、乡村振兴的目标。

称杆乡地形复杂，沟壑交错，农业人口分布为

沿江、半山、高山等三个区域，截至目前，该乡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4 133户。当地政府从以下四个方面促

进该乡的发展，第一，发展壮大当地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多种扶贫模式并行，使贫困户参加合作社被带

动脱贫；同时还积极的培育家庭农场、投入发展资金

410万元，由农业乡级龙头企业带动，成立相关家庭

农场，促进当地农民的增收。第二，精准实施产业扶

贫，当地政府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调整产

业结构，按照种花养蜂、种草养畜、种果富农产业发

展思路，积极进行产业扶贫，成功覆盖贫困村11个，

撑起了当地特色农业发展的一片天。第三，鼓励当地

农民自主创业脱贫。第四，利用拨付的产业开发扶贫

专项资金对各村产业实施奖补。并且还积极加强该乡

各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圈舍改造，以及道路通建

设[1]。

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严峻挑战

总体而言，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挑

战也是随之而来，加之各地产业结构复杂程度较高，

人才的流失及出现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造成当地农村

土地耕地大面积撂荒和闲置，并且加剧了当地劳动力

的缺乏现状，而且各地农产品结构分布和耕作制度不

合理的现象也是日益突出，当地的耕地调整和流转困

难，进而形成较大的阻力，开发商因为开发中招商引资

矛盾较多，民众素质低，决定放弃开发的案例频现。

而且当前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家

的生活水平也是提升显著，相关的物质需求也是不断

增加，像泸水市称杆乡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已经

远远满足不了当今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了，所以这一

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社会化大生产也

是势在必行，但是该乡的地形以及民众因素导致称杆

乡农村走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困难重

重，问题繁多，进而造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困难[2]。

3　解决思路

3.1　正确处理外部因素和科学布局

像泸水市称杆乡这样的贫困地区，其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的外部限制和影响因素有很多，所以这就需

要当地的工作人员能够抽丝剥茧，正确处理会影响称

杆乡产业结构调整的外部因素，进而借助这些经验科

学布局，借助技术促进农业进步，通过消费刺激当地

经济，争取劳动力尽快回流。

3.2　加快当地耕作制度的改革

像称杆乡这样的贫困地区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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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太过于单薄，也就是不能仅仅依靠单一作物的种

植来脱贫，要多条路并行，积极的更新、创新，并且

引进新品种，借助国家的好政策合理布局。提高自身

的风险防控能力，进而推进称杆乡这样的贫困地区的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才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3.3　充分发挥农户积极性，推进农村合作化

对于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而言，仅仅依靠政

府工作人员那是远远不足的，我们要充分挖掘农户自

身的积极性，对当地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来增产、增

收，通过技术培训和扶持等提高他们的经济增长意

识，促使农户能够积极地改进自身的生产方式，借助

培训提升他们的各种生产能力，以点带面进而带动周

边农户积极发展，最终逐步发展壮大[3]。

3.4　依托政府的鼎力相助

像称杆乡这样的贫困地区，想要脱贫攻坚需要

解决技术落后、资金短缺两大问题，所以这就需要政

府部门的扶持和引导，这样才可以进一步加快当地经

济的发展，进而促进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地

政府和各级部门要大力支持这些乡村的建设，依靠国

家专项资金拨款以及扶贫项目的落地来促进当地的发

展，积极的承担一定的开发风险，进而保障当地农户

的经济收入可以稳定增加，最终促进当地的大发展。

总体而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的发

展过程，各地想要做好这一工作，就要结合当地的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依靠当地特色产业，

引进适应本地区的种植品种，加大资金投入，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增强当地群众的生产技能，抓落实

重实效，这样才可以达到农民增产、增收的目的。

4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景和思考

像称杆乡这样的贫困地区，想要脱贫攻坚进行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于东部地区会更加的困难

和复杂，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农户认识水平等都

会限制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以想要改变这一

现状，就必须政府主导，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齐抓共管，保障农民见实

效，能够得到切身的利益，进而达到增产增收的目

的，最终提升当地农民参与的积极性。而且产业调整

及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需要稳步推进的，异地扶贫搬迁

工作也需要各地政府重视起来，保障各地贫困地区全

乡村级道路畅通无阻，达到三通要求。这样才可以使

当地的居民接触外面的繁华世界，进而激发他们的奋

斗欲望，自觉建设他们的优美乡村[4]。

作者也是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总结的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的几点思考，总的来说就是，第一，以政府

为主导，抓好技术推广，保障技术扶持到位；第二，

从实际出发，搞好产业扶贫，用效果吸引更多的农户

参与；第三，发挥当地原生产品的优势，最好是可以

建立一村一品的商品基地，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这

样可以加强当地的规模效应，吸引更多的开发商前来

投资；第四，建立以村为主的农业产业合作社，涉及

项目以及覆盖的范围和内容都要广；第五，进一步推

进电子商务服务工作，完善以平台促经济发展的新型

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第六，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农业

产品在当地市场中应有的作用，促进发展；第七，建

立产品加工、销售、跟踪服务体系，保障产品全生命

周期的顺畅，减少滞销等伤农问题。

5　总结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乡村振兴及深度脱贫

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丰富当地农业产业的

结构层次，而且还可以加快实现当地农业产业现代化

建设，所以我国各地政府为了提升当地农民的实际生

产生活水平，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改善村容村貌，

就要积极的推进当地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使全

乡农业产业发展更上一层新台阶。

参考文献

[1] 张永华.基于乡村绿色发展理念的农业产业结构优

化驱动力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

40（4）：22-27.

[2] 胡元聪，王小朵.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律制度研究——基于包容性增长理

念的视角[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2（5）：53-59.

[3] 郝爱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影响——基于

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财贸经济，2011（7）：

97-102+136.

[4] 柳民.欠发达地区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均衡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为例[J].开发研究，

2008（3）：86-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