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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zhou Qianxinan Ceheng has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of the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Guangxi Nanpan River basin ecological in-
dustry project”, we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industry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cologi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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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在对该县“黔桂跨省区南盘江流域生态产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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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调研的过程中，针对生态产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对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

扶贫生态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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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南盘江流域发展合作共赢生态圈，打造南盘江流域精准扶贫产业示范区，跨区

域连接带动，接边群众共同实现乡村发展，黔西南州社科联一行 8 人赴广西田林县旧州镇和黔西南州册

亨县八渡镇进行实地考查。通过对册亨县八渡镇引进黔桂跨省区南盘江流域生态产业项目进行调研，调

研组探讨和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进行扶贫生态产业发展意见和建议。现就册亨县南盘江流域高

原生态产业扶贫模式作一些简要分析。 

2. 基本概况 

2.1. 地理位置 

册亨县是一个“山水册页、幸福亨通”的地方，位于南盘江流域贵州省西南部，地处珠江上游两大

支流南、北盘江交汇地带，与广西田林、乐业、隆林三县相望，国土面积 2598 平方公里，辖 9 镇 5 乡，

总人口 23 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79%，是云南省、贵州西南地区与广西、广东等地沿海城市沟通的必

经交通要道。南昆铁路、汕昆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南北盘江红水河水运通道建成通航，集水路、铁路、

高速公路为一体的交通枢纽小城市。 

2.2. 区位优势 

册亨县是贵州纬度最低的县份，境内最高海拔 1634 米，最低海拔 375 米，平均海拔 830 米，年均日

照 1514 小时，年均气温 19.2℃，年均降雨量 1340.7 毫米，无霜期 345 天，素有“天然温室”之称，地

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独特，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适合发展亚热带经济作物——甘蔗、林业(杉木、桉

树、油桐、油茶、水果)、蔬菜、畜牧、水产等农产品，条件优越。 

3. 扶贫生态产业发展现状 

随着全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进步，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黔西南

州已逐步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加

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促进农业产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相衔接、加快推进城乡扶贫生态发展。近年来，黔西南州政府高度强调生

态文明建设。如何协同推进城镇化与建设美丽乡村，是全州农业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使命。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之下，吸取本地或外地已有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既要引入资本和技术进行扶贫开发[1]，又要保持

生态文明；既要让深居大山的各族人民迈入城镇化轨道，又要因地制宜、尊重其民族习惯和难舍故土的

情结。准确定位其后发优势，将原生态资源、劳动力资源与引入资金、技术相结合，发展生态产业，走

农业产业化道路。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上推进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速农业现代化。就册亨县而言有以下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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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态农牧业园区初步形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册亨县积极调整种植结构，支持农业扶贫生态产业发展,推进绿色扶贫,闯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现有“者楼模式”，积极探索“册南模式”、“蔗畜模式”。“甘蔗、林业、畜

牧、蔬菜、水产”是五大基本产业。当前册享县大力发展草地畜牧业，产值 1 亿多元。蔬菜种植 12 万多

亩，产值 5 亿元，形成“者楼模式”，注册了早熟蔬菜“者楼河”牌商标，是贵州省早熟蔬菜基地大县

之一。拥有水面近 6 万亩，正在发展库湾养殖，产值 8000 万元。2015 年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047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942 元。依托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甘蔗种植传统，积极发展甘蔗产业，现

已种植甘蔗 10 万亩。林业产业初具规模，油桐 50 余万亩，油茶 25 万余亩，杉木林 45 万余亩，桉树 22
万余亩，活立木蓄积量为 500 万立方米。近年来，全县大力发展桉树、杉树等速生林种植和加大对天然

林的保护力度，森林覆盖率为 56%，土层深厚、土质肥沃，适宜农作物和林木生长。已经初步形成了“山

上是林海，山下是蔗海、菜海”的生态农牧业园区。 

3.2. 突出特色，注重实效 

按照“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好、人文和谐”的要求，册亨县充分整合资源，加强与省内外

各层面的交流合作，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科技创新支撑

为保障，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民生活质量和农村社会发展程度为目标，在充分考虑本地自然条

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民俗文化的基础上，突出特色，注重实效，按照产业带动、乡村旅游、生态

文明、民族特色等不同类型，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已经建成册亨县巧马镇县级客货运火车站。目前，

册亨县工业园区建设如火如荼，园区水电路讯和相关附属设施建设以及进驻企业的日常需求都为当地村

民提供有利的创业机会，例如：者告村出资 40 万元，成立首个村集体经济体—建筑工程运输车队，车队

有 8 辆车，通过承包园区内及对外土建工程、运输、服务、劳务等工作，解决了因园区建设被征地村民

的就业问题，带动农民脱贫增收。 

3.3. 新理念促发展初见规模 

项目引进带动合作社发展，以“绿色创新、服务群众”为建设发展理念。2015 年 5 月册亨县八渡镇

引进黔桂跨省区南盘江流域生态产业项目，项目基地位于册亨县八渡镇八渡村、八达村沿江一带，以广

西田林旧州镇隔江相望，距离八渡镇政府约 5 公里，是黔桂跨省区南盘江流域八渡旧州镇党建联创基地，

以册亨县南盘江流域林业产业专业合作社为依托，以芒果种植、油茶生态旅游为主的现代林业产业体系，

项目由广西田林县丰裕经济果木林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打造以南盘江流域为依托，以黔桂

交汇点为定点，以精准扶贫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示范区，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并实现水、

电、路“三通”。其中：该镇以林业产业专业合作社形式入股，合作社农户以土地形式入股，其余产业

资金和技术管理等方面均由广西省田林县丰裕经济果木林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该项目总投资预

计为 2 亿元，项目将四年内初见成效，待达到采摘期稳产后按 5000 元/亩计算，可实现经济果产值达 1000
万元收入。项目自 2015 年 10 月 17 日正式启动，一期项目规划占地面积约 3000 余亩，截止目前，已完

成 2000 多亩芒果种植挖坑；二期规划 20000 亩，总体建设预计 2017 年 12 月前完成。项目基地公路建设

6 公里左右，新修建项目基地码头 1 个，修通坝旁便民码头便道约 500 米，预计在今年 3 月底按计划实

施农业种植及林果栽培，水、电及附属设施将在今年内拉通和完善，建成黔桂跨省区南盘江流域生态产

业连片共建新农村格局。 
项目建成后，将改善南盘江流域生态环境，提升森林覆盖率，保持水土流失，增强森林涵养水源功

能，并且能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两岸农民增收，提高两岸农民生活水平，使两岸贫困地区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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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脱贫致富和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议步伐，推动两岸跨省接边地区产业联创、治安联治、矛盾纠纷联

调和流动人口共同管理等，促进接边地区民族团结，为今后两岸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接边地区社会和谐

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4. 招商引资增加农民收入 

近两年来，册亨县岩架镇板弄村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特别是龙滩电站建成后，板弄村原来土地淹

没后，作为库区的村组，农户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独具特色的民俗民风,因势利导,发展经济；

利用辖区内海拔低，热量充足，布依民族元素浓郁的特点，大力发展民族风情园和旅游产业，休闲旅游

度假成为小城镇发展的新趋势；利用水陆路便利的区位条件，以岩架客货混装码头建设为契机，提升岩

架物流交易中心的优势，依托地域资源吸引各方投资，促进产业项目落地生根，使全县特色富民产业不

断壮大，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增速。建设成为“经济发展、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新农村，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样板，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4. 扶贫生态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 经济发展总体落后 

册亨县目前仍然属于欠开发、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较为滞后，经济外向度差，

民营经济比重低。资金外部来源渠道狭窄，内部挖掘深度不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偏小，农业生

产基础设施、农业科技等方面财政投入有限。在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面临

着不利因素和挑战，主要有：经济发展总体落后，发展方式单一，面临既要提速发展、后发赶超，又要

转变方式、提高质量的问题[2]。目前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的过渡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发展水平不高，经济总量小、经济实力弱、自我发展能力不强[2]。资源性产业比重高，发展方式

较为粗浅，经济结构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增

大，部分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4.2. 区域布局不合理 

册亨县总体上呈现“小城市带大农村”的区域格局，缺乏区域性大城市、大市场的核心带动，城乡

间发展差距较大，区域布局不合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贫困乡村和贫困人口多，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

全州较大的地区。城镇发展支撑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教育科技及人才欠缺，面临构建区域优

势、整合资源要素的问题。中心城市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不强，县城和乡镇发育程度较低，城镇普遍缺

乏产业支撑，统筹城乡发展面临新挑战。基础设施仍然落后，网络设施尚未完善，市场体系有待优化，

区域分工合作与联动发展格局尚未形成；教育科技发展总体滞后，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缺乏人才和科

研机构支撑；面临培育中心城市、增强发展基础、整合资源要素、构建区域整体优势的新挑战。 

4.3. 源环境问题突出 

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约束增强，面临加快发展和保护资源环境的挑战。册亨县土地、水、生态等资

源环境约束问题突出，全县石漠化分布集中、面积大、发育程度高，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建设与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十分艰巨。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现，面临既要加快推进新型

工业化和城镇化，又要保护好资源环境的挑战。 

4.4. 主导产业难以培植 

主导产业是支撑区域经济状况和有鲜明特色的产业，是农业产业化的源头和基础。从目前情况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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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亨县一些地方农业资源丰富，但现在真正能够稳定发展，可称主导产业的仍然是几个传统产业，许多

市场前景广阔、自然资源潜力和潜在优势大的新兴产业，如：特种经济作物种植、特殊畜禽和水产品养

殖做不起来，就是做起来了，也只是昙花一现，形不成规模。究其原因，既有技术、资金上的问题，又

有体制制约、信息不灵、销售受阻等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严重影响了册亨县主

导产业的发展。 

4.5. 生产基地规模较少 

生产基地是主导产业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载体、龙头企业的依托，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册亨县

已建成的基地中，有规模够档次的只有几个传统老基地。不少新基地规模小、档次低，而且分散建设。

由于与本地资源特点和经济格局背离、基础设施配套不全等因素，不少项目成为“胡子工程”，不能进

入实际运转，致使基地建设不能尽快变成实际生产力[3]。 

4.6. 产业链条难以拉长 

农业产业化扶贫生态发展就是把一个农产品升格为一个扶贫生态系列产品，使农业产业化扶贫生态

成为包括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在内的完整的生态产业系统。产业链条的长短，“链条节”的多少，

一般决定着农副产品转化增值的大小，关系到农户收入水平的高底。目前，册亨县从全州分析农业产业

链总体情况可归结为：[3]一断、二短、三恶性。一断，指多数农副产品转化增值分别在不同利益主体手

中实现，利益分别由不同主体独享。二短，指多数农副产品仍然停留在卖原料上，即使加工，也只是初

加工原生态，顶多两至三个“链条节”；营销范围窄，绝大多数就地出售，出县、市的不多，打出省界、

国界的更少；三恶性，指农副产品同城倒卖、坐地贩销、互相杀价等恶性拉长产业链条的现象，不同程

度地存在。这种混乱状况导致了农副产品产供销附加值低、利润少、发展空间狭窄，影响农业扶贫生态

产业链条的拉长。 

4.7. 龙头企业发展难以带动 

龙头企业既能带动基地发展，又能拉长产业链条，且基础雄厚、辐射面广的农副产品加工、销售企

业或企业集团。它是发展农业产业化扶贫生态的中心环节。册享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规模小、数量少、

实力弱、人员素质低等因素造成发展后劲不足，带动能力不强。 

4.8. 经营规模难以扩大 

规模就是效益，但目前，册享县多数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都未形成规模，专业种养大

户和加工企业集团少，效益低下。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式的分散布局、分散经营以及农村土地流转不畅，

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政府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带来了农业产业规模扩大难。 

4.9. 销售渠道难以拓宽 

农副产品销售不畅主要是由于农村市场发育不全，市场管理和服务不到位，市场载体脆弱，设备简

陋造成的。册亨县只有现货市场，没有期货市场，有的市场没有配套设施，有市无场。由于市场发育不

全，农业产业扶贫生态乃至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都受到影响。 

5. 册亨县南盘江流域扶贫生态产业化发展对策 

5.1. 坚持政府导向，市场化发展 

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坚持改革创新，开放发展。把改革创新作为支撑和引领全县经济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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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加强与周边区域和发达地区的合作，使发展要素加

速聚集、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发展机制不断创新，整合资源要素、统筹协调开放发展新格局，围绕推进

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挥不同区域优势，在大力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基础上，牢牢把握当前的

经济形式、产业结构调整和“十三五”规划，充分利用沿江两岸的区位优势和地形特点，大力发展以旅

游业为主导，芒果销售为重点的产业链，争取将更大的收益惠及于民。同时，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明

确区域发展定位和主体功能，突出重点区域和重大产业发展，强化以册亨县为核心的龙头带动作用，推

进南部区域资源开发，加快形成一批重要经济增长极和战略性支柱产业，为册亨县的提速发展后发赶超

提供保障。 

5.2. 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 

着力优化结构、扩大规模、提升质量，有序推进产业园区建设和引导人口、产业集聚，大力发展绿

色低碳经济，加强资源环境保护，努力实现区域经济在加速发展中提升结构、在扩大规模中实现转型、

在开发资源中绿色发展。围绕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把推进“四化同步”与统筹城乡发展紧密结合，

统筹全县区域发展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县以下延伸，

大力推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努力实现册亨县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5.3.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生态旅游 

册亨靠近广西的地区，是贵州西南部重要的生态功能、绿色产业、文化旅游发展区。减轻洪涝灾害、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调节农村能源结构、减少水土流失，从而减轻森林资源压力、减缓生态破坏。依托

汕昆高速、余安高速、兴义至永州铁路和黄百铁路、红水河航运等交通干线，重点发展绿色食品、农产

品加工、林产品加工、中药材加工、旅游商品和加工制造等绿色产业，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商贸流

通等服务业和特色农业，加强与广西跨区域合作，建成黔西南州南部重要的绿色产业发展、文化旅游创

新区和珠江上游生态屏障。 

5.4. 打造南部特色旅游城市 

充分发挥册亨县和望谟县的独特生态和自然资源优势，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加快优势资

源开发，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打造南部绿色产业基地和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加强以册亨、望谟

县城为重点的城镇建设，积极推进绿色城镇化，打造南部特色旅游城市。大力发展以绿色加工、文化旅

游和特色农业为重点的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布局一批产业园区、现代高效农业园区和林产业园区，重点

形成一批有吸引力的精品生态文化旅游区。加强南部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区

域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环境，进一步提高生态功能。大力推进区域扶贫开发，加

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扶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发展水平。加强与广西的联合与合作，发挥

城市经济圈的辐射带动作用，努力促进南部发展区的绿色开发、转型发展。 

5.5. 强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实现农业产业化扶贫生态园建设，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可以将长期分离的农、工、商形成一个整体，

实现农业外部规模经营，进而提高农业专业化、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人们消费观念的调整，

进而延伸到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目前，册亨县城市规模小，农村人口比例大，城市带动效果差，与

实现农业产业化扶贫生态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要树立“经营城市”理念，扩大城市规模，拉大城市

框架，依托城市大力发展市场高效农业，不断缩小城乡差别，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以近郊

为依托，建立集观光旅游、生态集贸为一体的高标准近郊生态园区，不断提高城市品位，走生态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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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子。册亨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实现农业生态产业化，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必须着力推进工业化进

程。一要着力培植主导产业。册亨县农副产品资源丰富，但农副产品加工、储运、营销等问题较大，粮

食、农副产品的转化、升值空间任重道远。因此，必须切合实际，在粮食、农副产品的加工上做文章，

培植近农企业，提高农产品效益。二要着力培植龙头企业。必须坚持大、高、外、新、多的原则，集中

人力、物力、财力搞好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重点的龙头企业建设，使之形成经营机制新、技术水平高、

规模效益好、市场覆盖面广、带动能力强的经济组织。 

5.6. 大力推进农业专业市场化进程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着力发展蔬菜、甘蔗、林木和草地生态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

提升附加值，培育壮大一批产销一体化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推进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大力

发展现代物流、金融、科技研发、信息服务、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以仓储超市和物流配

送为重点的新型商贸流通业[4]。市场是最宝贵的资源，农业产业化，必须推进市场进程。一是培育市场

网络。重点要建设好专业批发市场。要按照“放开、搞活、扶持、引导”的方针，因势利导地动员社会

各方面力量兴建专业市场。二是壮大市场营销队伍。努力培养一批专业的营销队伍，架起产品与市场之

间的桥梁。三是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本着互利、平等、自愿、共赢和农工

贸各方面兼顾的原则，建立起生产者有利可图、加工经营者利润合理、消费者能够接受的风险共担、利

益共享的利益分配机制。 

5.7. 努力实施示范带动工程 

首先，要转变政府领导方式，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减少行政命令，增加示范引导，把政府为

主体变为农民为主体。其次，要建立健全社会服务网络。要按照配套、有效、及时的要求，在政府的

统一协调指挥下，努力形成上下配套的社会服务网络，以保证产前提供信息，搞好规划，产中提供技

术指导、保证质量，产后提供收购、加工、储运服务等，使农民提高适应市场、驾驭市场、防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第三，要建设有辐射带动能力的生态示范园区。坚持以科技为先导，始终重视科技重要

作用。一方面，要与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等建立密切联系，建立科技人才库，逐步健全科技服务网络

[3]。另一方面，要集中力量建设各类高效示范园，使之成为普及农业技术的“示范园”、推行高效农

业的“带头田”、发展集体经济的“样板田”、干部转变作风的“形象田”，并以此引领千家万户上

项目，齐心协力谋发展。 

5.8. 着力推进农民知识化教育 

农民的素质决定农业的发展。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民素质的竞争，科技文化知识的普及，农业

产业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归根到底要靠高素质的农民队伍，只有推动农民知识化工程，提高农民

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南盘江流域地处云贵高原，珠江源头区，高原湖泊较多，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属于水源涵养区和

生态脆弱区。因此，在治理开发与保护上需注重维护珠江源头的生态功能[5]，控制南盘江水生态环境不

断恶化的现象，在修复已造成的不良水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南盘江的服务功能，使南盘江成为

“绿源、绿廊”。同时，针对册亨县，要推进县域经济的提速发展、后发赶超，需要加快深化改革和扩

大开放，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建立起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

推进资源要素整合和市场资源配置的运行机制，建立起区域联动、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体制。

大力推进区域开放创新，加强与周边地区特别是南盘江流域扶贫生态产业合作的发展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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