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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保山市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农业产业脱贫

中，围绕云南省“绿色食品牌”打造目标任务，以冬农开发促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抓手，立足自身优势，

依托科技创新，坚持市场导向，实施品牌引领，成功培育了年产值超10亿元的鲜食豌豆新产业，全市20%
以上的贫困户依靠种植鲜食豌豆实现了脱贫摘帽。文章通过深入研究分析其成功发展经验模式，查找短

板，理清思路，提出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实施品牌引领，以鲜食豌豆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保山乡村振

兴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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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arty’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o fully implement the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firmly winning the tough battle against poverty, Baoshan City,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reates target tasks around “green food brand” of 
Yunnan Province,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winter agriculture to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s the main starting point, bases its own advantages, relies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
gical innovation, adheres to market orientation, and implements brand leadership, and finally 
successfully cultivates the new industry of fresh pea with annual output value of over 1 billion 
Yuan. More than 20% of the city’s poor households rely on fresh peas to achieve poverty allevia-
tion. Through in-depth study and analysis of its successfu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model, the 
paper finds the shortcomings and clarifies the ideas, and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of further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ementing brand guidance, and boos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Baoshan with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resh food pea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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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保山市为彻底解决贫困农户的脱贫致富问题，曾提出“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要有 1~2 个产业发展项

目、每个贫困农户至少参与发展 1~2 个增收产业项目”等要求[1]。结合地方实际，顺应消费市场变化，

在科技创新驱动下，催生出鲜食豌豆新产业[2]。随着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该产业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断凸显，越来越被当地群众普遍认可，大部分贫困农户依靠

发展鲜食豌豆实现了脱贫摘帽[3]。至 2021 年，全市鲜食豌豆产业发展面积达 2.15 万 hm2，鲜荚总产量

14.95 万 t，总产值超 10 亿元，覆盖农户 18 万户 70.2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数的 28.9%，惠及建档立卡贫

困户 1.08 万户 4.2 万人，占全市贫困人口总数的 20.2% [4]，种植户户均年单项收入 5500 多元、人均年

单项收入 1400 多元。有的农户，鲜荚平均单产达 30.47 t/hm2，平均产值达 27.16 万元/hm2。 

2. 深入分析，认清地方优势 

2.1. 地理条件好 

保山地形地貌复杂，立体气候明显，地处云南省西部边陲的低纬高原，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属低

纬山地亚热带季风气候，海拔 535~3780 m，年平均气温 14℃~17℃，年降雨量 900~2100 mm，森林覆盖

率 62%。保山贫困地区多为高海拔(1500~3500 m)的山区和半山区，正是鲜食豌豆的发展适宜区。该区域

无工矿企业，农户种植期间很少使用化肥农药，无污染，具有较好的生产环境和生态优势，且鲜食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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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田瘦地皆可种植，适应区域广，有利于绿色食品打造。 

2.2. 生长周期短 

鲜食豌豆生产主要采取套种模式，与前茬作物有一段共生时间，比一般小春作物种植模式生产周期

缩短近三分之一时间，即中秋节前后，在前茬玉米或烤烟作物接近收获或收获要结束时进行播种，到鲜

豆采摘一般为 80~90 d，至春节前后基本采收结束，为大春生产留下了充裕时间[5]。 

2.3. 生产成本低 

具有省水、省肥、省材料、省劳力的特点。充分利用烟地、玉米地里剩余的肥料、水分、地膜、秸

秆等资源，后期少量作补充，就能满足生长需求，播种时不用对土地进行翻耕，节省劳动力。青豌豆根

瘤菌固氮效果相当于 0.11 t/hm2的尿素施用量，保持地力、培肥土壤效果显著。 

2.4. 市场竞争强 

在“健康中国”目标的引领下，人们的膳食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对既有营养又有保健作用的“双料

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优良的品种与优越的生长环境，使保山生产出的鲜食豌豆口感甜脆，营养价值

丰富，具有保健功能，颇受消费者青睐，日益成为人们日常餐桌上一道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6]。每年 10
月至次年 2 月份，北方冬春季蔬菜供应不足，保山鲜食豌豆成为“南菜北运”的主角，销路、销量、价

格持续看好，比较效益显著。 

2.5. 发展空间大 

目前，保山市烤烟、玉米面积约有 10.67 万 hm2，其中约有 6.67 万 hm2适宜发展食用豆类，鲜食豌

豆仍有约 1.33 万 hm2的发展潜力。 

3. 总结经验，彰显自身特色 

3.1. 强化科技支撑 

3.1.1. 培养科研团队 
保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已培养豆类育种栽培科研团队 10 人(其中获正高级职称 2 名、副高 5 名、中

职 2 名、初职 1 名)，长期负责新品种选育、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对县乡科技人员实施培训指导等。同时，

保持团队人员相对稳定，使研究工作有较好的连续性，新品种选育、新技术研发不断出成果。 

3.1.2. 培育抗性品种 
积极开展种质资源创新利用，解决了生产上专用型豌豆品种紧缺难题。先后育成登记了“保丰 1 号、

保丰 2 号、保翠豌 1 号”，成功引试了“滇宝先锋、滇宝 3 号、云豌 18”号等 6 个品种。“保丰 1 号”

被列为 2019 年云南省农业豆类主导品种[7]，“保丰 1 号、保丰 2 号”是通过云南省级田间鉴定的抗白粉

病新品种，填补了本地应用抗白粉病品种缺口。 

3.1.3. 创新栽培技术 
制定了“保山市鲜食豌豆生产技术综合标准”，研究集成“烤烟套种鲜食豌豆、鲜食豌豆单行密植

打侧枝丰产栽培、玉米套种鲜食豌豆、温凉山区玉米地膜覆盖二次利用套种鲜食豌豆、鲜食豌豆病虫害

绿色防控、鲜食豌豆减量施肥技术”等 6 项绿色高质高效实用新技术。其中，“烤烟套种鲜食豌豆抗旱

减灾绿色栽培技术”被列为 2019 年云南省农业资源节约类主推技术[8]，“鲜食豌豆露地高架栽培绿色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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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被列为 2020 年云南省农业主推技术。 

3.1.4. 坚持示范带动 
通过大力举办“百、千、万”亩丰产示范样板，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辐射推广应用高产优质、多抗

广适的新品种，“前控、中促、后补”的减量平衡施肥技术，以及“生物农药、黄蓝板、蚜茧蜂”等绿

色防控技术，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规范生产物资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引进农业种植业保险、

保障豆农收入等。5 年来，累计培训科技人员及农户 0.9 万人次、126 场次，印发资料 1.2 万份，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 15.04 万 hm2，新增产量 8.27 万 t，新增产值 5.48 亿元。 

3.2. 拓宽营销渠道 

3.2.1. 经营主体育起来 
全市培育出蓝心、美良、庆英、娲女、农民等本地农产品营销公司、专业合作社及青豌豆鲜销大户

130 余户，建成冷库 20 多座，有 6 个较大规模豆类交易村镇集贸市场。 

3.2.2. 招商引资动起来 
引进上海闵援、浙江小农网、宋小菜等大城市生鲜蔬菜营销企业和网络营销企业，实现鲜食豌豆生

产端和消费端的有机对接，拓宽产品销路，稳定农户收入。 

3.2.3. 销售模式新起来 
积极引导和鼓励保山豆类产业示范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豆类产业

订单生产、鲜豆加工、冷链配送等业务，打造订单农业和线上、线下网络销售等多渠道销售模式，进一

步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增收链。 

3.2.4. 销售网络畅起来 
鲜食豌豆除热销昆明、重庆、成都、上海、广西、广东、湖南等都市外[9]，还外销邻国缅甸等地，

年销售量 6 万 t 以上，外地客商收购销售 4 万 t 左右。 

3.3. 保障质量安全 

3.3.1. 示范推广“六个统一” 
即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品种要求、统一生产物资采购和使用管理、统一产品标识、统一安全检测、

统一品牌销售，保障生产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市场竞争力。 

3.3.2. 坚持源头质量管控 
加大宣传培训教育力度，加强生产环节管理，引导和规范农民科学安全用肥用药，扎实推进化肥农

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从源头上确保产品质量安全。采摘前，由市绿色食品中心等部门按批次对种植区

进行定量抽检，对于合格的产品出具定量检测报告，不合格的禁止上市销售。 

4. 直面问题，勇于揭短亮丑 

4.1.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贫困农村多数处于山区、半山区，土地零散分布，农村道路、水、电、市场、物流信息、生产设施

等发展滞后。耕地缺少灌溉条件，渠系工程配套不完善，多数种植区处于“雨养农业”“靠天吃饭”的

生产状况，若遇到干旱年份则收成不保。许多生产区域冷库等冷链物流配套设施不足，营销模式单一，

市场价格波动较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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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农村贫困山区“人气”不足 

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的实施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为农村家庭解决了增收脱贫问题，但也带来

许多农村“空心化”“劳力老龄化”“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据保山市第七次人口普查

公报显示，目前全市常住人口为 243.12 万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减少 7.53 万人，城镇人口增加

28.11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 35.64 万人[11]。据当地人社部门统计，至 2020 年 10 月底，全市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累计 99.56 万人，是农村劳动力减少的主因[12]。 

4.3. 科技支撑能力有待提升 

育种、制种及试验技术水平不高，缺乏先进育种方法，推动创新能力不足。示范样板的规范程度和

技术内涵还需进一步提高，少数示范片区栽培技术指导培训不到位，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普及率低。

有机、绿色鲜食豌豆生产、认证有待加快推进。新品牌打造有待探索，如施甸县何元乡土壤硒含量较高，

农产品食口性较好，打造“富硒鲜食豌豆”必要进一步探索[13]。 

4.4. 地方政府推动力度不足 

在政策激励和财力支持、宣传引导、科技普及等方面存在差距，产业发展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覆盖范围不够广，产业规模不够大。目前，除隆阳区的蒲缥镇，施甸县的何元乡、仁和镇、太平镇等地

具有一定的种植规模外，其他地区因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普及率低，农户的思想认识不到位，生产积极性

不高，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产业规模难以迅速扩大。 

5. 持续用力，推动产业发展 

5.1.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 

提高该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围绕保山打造全省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示范区的目标定位[14]，
进一步找优势、挖潜力，搞宣传、推技术，抓监管、提质量，拓市场、保畅销。加大财政、项目资金投

入力度，制定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经营主体或种植户的生产积极性。严格执行种植标准，构建绿色有机

产品全过程追溯体系，加快推进有机、绿色产品认证。以高质量确保高效益推动高发展，以“小豌豆”

转身“小金豆”展现大作为。至“十四五”末，努力实现全市年 40 万亩总规模、15 亿元总产值目标；

至“十五五”末，实现全市年 50 万亩总规模、25 亿元总产值目标。 

5.2. 加大科研推广力度 

5.2.1. 加强新品种新技术的研发 
围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目标，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借助国家、省或其他州市相关科研

部门的人、财、物力资源优势，研制孵化更多适宜于地方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多渠道收集种质资源，

探索突破新品种选育技术难点要点。 

5.2.2. 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 
利用现场培训会、座谈会、科技进村入户，大力推广抗逆性强、高产优质的“保丰 1 号”“云豌 18

号”“滇宝先锋”等品种，大力推广烤烟、玉米间作、套种豆类技术和豆类地膜覆盖技术，以及地膜二

次利用等抗逆减灾集成技术。围绕绿色发展理念，加强“鲜食菜豆”肥药双减绿色栽培技术推广普及。 

5.3. 完善市场营销平台 

5.3.1. 培育龙头企业是基础 
一方面，扶优扶强本土优质企业，建立执行种植、包装、流通、销售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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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引进国内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关联企业、配套企业和研发机构，实现聚合示范带动，从而促进

鲜食豌豆特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5.3.2. 加强对外合作是核心 
深入推进沪滇协作，依托保山市贫困县(区)对口帮扶单位上海闵行区的资源优势，加强与闵行区在产

业、人才、市场等方面的大合作、大交流，借力拓宽上海消费市场。以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为重点，

打通中高端市场销路。以开拓中东市场为切入点，扩大国际高端市场。 

5.3.3. 优化交易平台是重点 
着力打造当地一流的交易平台、认证服务平台和追溯平台，培育新动能，带动新发展。搭乘“一座

保山”区域公用品牌，利用抖音带货等拓宽销售渠道。通过建立产品生产全过程的溯源方式，使消费者

了解产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全过程，真正放心享用绿色生态鲜食豌豆。 

5.3.4. “三产”融合发展是关键 
创新营销模式，实施产业与文旅结合，如在元旦节策划组织“鲜食豌豆节”，讲产业发展故事，开

展采摘、加工、试吃等体验活动，积极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高广大群众的认知度、参与度，

拓宽发展空间，扩大发展规模，提升产业效益。 

6. 结语 

农业产业是确保贫困人口多点受益、贫困家庭收入稳定、乡村经济稳步发展的基本依托[15]，也是实

现产业兴旺，激发乡村活力[16]，有效防止“返贫”，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17]。保山鲜食豌豆

产业发展优势明显，根基扎实，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实施品牌引领，以鲜食豌豆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

乡村振兴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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