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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动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也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

在后扶贫时代，乡村产业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和支撑。本文将通过研究

仁寿县板桥镇柑橘产业的发展，以具体实践和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板桥镇柑橘产业的创新发展举措进行研

究，着重探讨其产业发展路径促进农民增收问题，以点带面，以期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和产业的创新发

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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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gu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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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the development of ru-
ral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and support for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ro-
moting prosperity.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citrus industry about Banqiao by 
means of concrete practice and questionnaire,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itrus industry 
to promote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rural revitaliza-
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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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的重大部

署，是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柑橘是全球也是四川眉山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自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柑橘产业迅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柑橘栽培面积从 1978 年的 17.8 万公顷发展

到 2019 年的 261.73 万公顷。短短 41 年栽植面积扩大了 14.7 倍。而四川省的柑橘种植面积则从 1978 年

的 36.60 万公顷扩大到 2019 年的 323.10 万公顷，种植面积增加 8.82 倍。 
眉山市仁寿县板桥镇属于典型的山地丘陵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7.2℃，年平

均降雨量在 1009 毫米，年平均日照 1196.6 小时，年平均无霜期 313 天，较适合晚熟柑橘生长。目前柑

橘种植面积达 1.8 万余亩(不知火 1.5 万余亩，耙耙柑、清见、沃柑等 0.3 万余亩)，年产量达 3.2 万吨，年

产值达 1.6 亿元。种植的柑橘不知火于 2011 年被农业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为 A 级绿色食品；中

国果蔬产业品牌论坛组委会授予板桥镇原河口乡“中国优质柑橘(不知火)之乡”称号。柑橘产业已经成为

当地主导产业，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研究仁寿县板桥镇柑橘产业创新发展，能够以点带面，探究柑橘产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为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寻求路径，为共同富裕添砖加瓦。 

1.2. 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动态综述 
常伟，王微，阚庆云(2020) [1]阐述二战之后，日本政府为恢复已经崩溃的经济提出“一村一品”运

动，其目的是振兴地域经济、激发乡村活力。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明确政府

职能，指导产业发展；加强精神激励，鼓励村民创新；发展一点五次产业，提升产品附加值；举办培训

活动，培养后备人才。刘铮，祁春节(2011) [2]通过与美国、巴西这两个柑橘主产国产业组织特点的比较，

提出优化中国柑橘产业组织结构的途径。农业部赴西班牙和意大利柑橘技术考察团(2003) [3]分析了西班

牙和意大利发展柑橘产业的特点，提出要创新体制，增加投入，加强柑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突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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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调整结构，加快柑橘优势产业带建设；建立健全国家柑橘良种苗木繁育体系，尽快制定和发布中国

的果树无病毒苗木管理办法及技术规程；加强果实采后商品化处理，延伸产业链条，增加附加值；积极

扩大中国柑橘鲜果及加工品对外出口。莫星煜，毛玲莉，王梓，徐梦茜(2021) [4]分析了国内外柑橘产业

发展现状，指出我国柑橘产业布局、品种与品质、生产规模、消费、产业基础设施等存在一定问题。 

1.2.2. 国内研究动态综述 
当前学术界对于乡村振兴的研究多涉及宏观领域，韩俊、陈锡文(2018) [5]从必要性、产业融合等方

面做了具体阐述；吴易雄(2021) [6]指出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杨璐

璐(2018) [7]指出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受益者，乡村振兴的核心是让乡村居民的生活富裕起来，而生

活富裕的前提是产业兴旺。然而对特色产业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不够充分，基于此通过对

仁寿县板桥镇特色柑橘产业发展的典型个案进行探究，实地考察、发掘并总结板桥镇柑橘产业创新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经验和主要成效，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2.3. 述评与展望 
国内学界针对柑橘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热度逐渐升高，视角逐渐丰富，但仍然缺少较完善的多

视角融合分析。引用日本“一村一品”模式，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中国和日本国情差异较大，日本

是典型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我国是市场为主导；且所处的市场发展阶段也不同，“一村一品”

模式在中日发展中定会出现差异。针对产业布局视角，学者研究了资源禀赋、技术创新、经济水平等对

区域布局产生的影响，但忽略政府宏观调控这一无形的手。在发展模式视角上，学者探讨了多种发展模

式，忽略了果农个体的素质，因个体差异可能导致模式经营的失败。基于竞争力视角，新型主体所发挥

的作用不明显是一大制约因素。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学术界从结构调整、环境、品种选择、生产技术、

管理体制、政府扶持等方面探讨，但对于过度开发土地引发的环境破坏问题却无预警机制。 
基于此，我将以板桥镇柑橘产业创新发展为例，围绕生态创新举措、电商运用、新型配套系统经营

模式(乡村旅游、供销社等)、激励新型经营主体发挥作用，结合镇情村情构建产业和粮食同步推进园区体

系建设。对农户采用创新发展举措发展柑橘产业前后收入结构进行调查分析，从而得出柑橘产业对板桥

镇乡村振兴积极影响，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1.3. 研究存在的问题 

以往的研究对产业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路径以及创新发展的研究不够充分；尤其是农村特色产

业的创新发展动力不足，必须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调结构促增收。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在乡村振兴视角下，打造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形态，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满足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

现的需求，对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柑橘产业创新发展入手，分析农户柑橘

产业创新发展前后收入情况，发掘并总结板桥镇柑橘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经验和主要成效，

以期对其它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借鉴。 

2. 乡村振兴与产业创新发展相关理论基础 

2.1. 乡村振兴战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指出，乡村振兴要实现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习近平 2021 年 2 月赴贵州看望慰问干部群众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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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

振兴。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已有学者进行过研究，李周(2017) [8]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而

廖彩荣、陈美球(2017) [9]则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乡村的内涵式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新时代背景下，

对新农村建设的承接、延续与升华，体现“三农”问题发展到新阶段的更高要求。 

2.2. 产业创新发展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基础和关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产业创新发展是新发展

阶段经济活力的集中体现。柑橘是全球的重要产业之一，当前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柑橘要在

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需要重新复盘发展路径，形成创新发展动能。产业创新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适应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客观要求。 

2.3. 产业创新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在乡村振兴的内涵中，组织振兴是保障，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总基调。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健全

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乡村振兴无法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呈现融合发展态势，乡村产业得到快速发

展，所以产业兴旺成为了乡村振兴战略重要内容。 
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关键是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进一步提高，脱贫攻坚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拓展。

所以检验乡村振兴是否实现要看农民生活是否富裕了，所以生活富裕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产业兴旺是基础和关键，它是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根本保障。只有产业兴

旺，乡村才能重现盎然生机和巨大活力，实现振兴。产业兴旺的四个方面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乡

村产业升级和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创新发展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等等，这些产业创新的每一环节都见

证了其核心竞争力，见证了乡村振兴是否取得实效。 

3. 板桥镇柑橘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3.1. 板桥镇发展柑橘产业前后该地区主导产业发展现状 

作为纯农业乡镇，板桥镇原主导产业为农业生产，主要农作物为水稻、玉米、大豆、红薯、油菜。

经济结构非常单一，农户收入结构中经济来源主要得益于外出务工。农村大部分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产业发展滞后。2007 年围绕县委县政府产业化调整思路，大力发展“一镇一品”，加速新农村建设。在

全面分析土质、劳动人口、气候等因素后逐步引导群众和引进业主发展柑橘品种不知火。在产业发展初

期，为确保思路落地见实效，党委政府实行“六统一”政策，即统一认识、统一品种、统一规划、统一

定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实现了规模化种植，产销一体。并在品牌建设、专业合作社发展、市场营

销、基础设施、技术投入上下功夫，选择柑橘产业作为当地主导产业，最终实现了产业的发展壮大，经

济效益稳步上升。 

3.2. 种植面积稳步上升 

2006 年以前板桥镇产业发展滞后，农户种植柑橘较分散，不成规模。且土块分散，不符合规模种植

条件。2007 年，板桥乡河口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农户在政府的指导下发展“一村一品”，农户开展广

泛种植柑橘不知火，种植面积逐年增长。由 2007 年 8500 公顷发展到 2009 年 17,100 公顷，四年间种植

面积增长 114 倍，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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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itrus planting sit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f farmers in Banqiao Town 
图 1. 板桥镇农户产业结构调整前后柑橘种植情况 

3.3 产业收入稳步提高 

随着 2007 年以来种植面积的逐年增长，柑橘产量在三年后达到了盛果期。总的来看逐年提高。其中

2009 年~2010 年产量不算高。由于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2011 年后产量稳步上升，平均每年增产 8000 
t，2012 年达 14.02 万 t，如图 2。 
 

 
Figure 2. Trend chart of citrus yield in Banqiao 
图 2. 板桥柑橘产量趋势图 

3.4. 板桥农户产业收益情况 

发展柑橘产业后板桥农户产业收益逐年增长，其中 2007~2009 年为技术收益阶段，2010 年农户迎来

了第一批种植收益，由于新品种上市周边种植同类品种较少，价格水平较高。柑橘市场销路好，打通了

贫困户增收致富的途径。柑橘产业逐步发展为当地产业支柱。加入合作社的社员人均年收入达到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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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当地普通农户收益，如图 3。 
 

 
Figure 3. The income of farmers from citrus industry 
图 3. 农户柑桔产业收益情况 

4. 板桥镇柑橘产业创新发展路径 

4.1. 狠抓农户技术培训 

技术支撑是柑橘产业发展的关键。板桥镇邀请到中国果业协会专家徐文科对农户、家庭农产等新型

经营主体和农户进行专业培训；并联合果树站、农技术人员定期开展现场教学。由最初的指导实践到每

月举办专题培训班，至今已有 108 批学员毕业。新型职业农民持证上岗。农户自己学会了种植和管理技

术不仅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率，也节约了种植成本，增加了纯收入。 

4.2. 走品牌路线 

2007 年，“河口”牌不知火商标正式注册；2008 年，河口乡不知火产区被仁寿县人民政府列为“成

都市农产品配送基地”；2009 年，河口乡被县委、县政府授予“仁寿县生态乡镇”；2010 年，河口乡被

县委、县政府授予“一村一品”建设专业乡镇；2011 年，“河口”牌不知火被农业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

中心认证为 A 级绿色食品；中国果蔬产业品牌论坛组委会授予“中国优质柑橘(不知火)之乡”荣誉称号；

2013 年 6 月，河口牌不知火被县人民政府授予“十佳旅游特色商品”；2016 年 12 月，河口牌不知火获

得眉山市知名商标荣誉称号。2023 年，在先农业农村局组织下，板桥镇融入“仁寿果”板桥镇不知火系

列品牌建设，2023 年 12 月“仁寿果”亮相“中国柑橘产业生态链大会暨全国优质柑橘生态联盟大会”，

荣登上海果树博览会最受市场欢迎果业区域公用品牌榜。 

4.3. 狠抓市场营销 

一是从提高基地种植户市场观念入手，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二是在政府所在地建设水果批发市场，

促进市场流通；三是通过网络和新闻媒体等各种渠道发布销售信息，提高知名度，逐步同意全县品种集

中打造“仁寿果”区域品牌；四是由专业合作社牵头，引进业主和经销商。五是大力扶持引进川果交易

等大型柑橘企业，实现育种研发–销售–加工–冷链物流一条龙服务，保证价格优势规避各环节风险，

仁寿成立了柑橘协会，并建立集冷库、物流、选果等一体化的川果交易中心。 

4.4. 联合村集体经济，引入新型经营主体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前全镇实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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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组织挂牌运营；成立了柑橘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新型经营主体在产销一体、技术培训、组

织用工、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农户分散种植的劣势进一步凸显。 

5. 柑橘产业产新发展之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国内学者提出“农业产业融合”的概念。何立胜(2005) [10]强调融合的业态，以农业为基础，

与其他产业在技术、产品、服务、市场等上下游产业链的相互融合，创造一种新型产业、新型业态。王

昕坤(2007) [11]、谭明交，祁春节(2023) [12]强调融合的对象，认为农业产业融合发生在农业产业内部或

与农业联系密切的产业之间，原本独立农产品或服务在统一标准下，重组为个整体的过程。本文着重强

调农业与非农产业外部融合改变传统农业生产、经营、销售、物流等作业方式，开发农业新产品、新服

务、新商业模式，在未来有可能独立形成一种新产业形态的变化过程。 
板桥镇力争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即柑橘产业与旅游、互联网等产业融合，延伸农产品生产、经营、

销售和物流等农业产业链，减少产品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了新产品生产的交易成本，提高农

村产业附加值和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和农产品最优化配置与重组。农民从农业劳动中解放

出来转向从事优质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二三产业，才能使乡村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

并创造出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休闲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产业进一步发展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主要研究结论 

针对板桥镇柑橘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先利用现状分析和数据调查

方法研究对比创新发展前后板桥镇柑橘产业发展规模和农户收益；接着分析板桥镇柑橘产业创新发展的

具体路径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可行性，得出结论。 
实现柑橘产业创新发展有以下六条路径：狠抓农户技术培训；走品牌路线；狠抓市场营销；壮大村

集体经济，引入新型经营主体；产业融合发展。 

6.2. 实现柑橘产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陈珏颖(2022) [13]认为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依靠技术进步发展产业，坚持绿色导向发展产业，坚持创新

经营体制发展产业，依托新型农民发展产业。本文针对柑橘产业创新发展路径助力乡村振兴提出具体的

发展方向。 
(一) 建立健全现代柑橘产业示范园区 
采取“园区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生产和经营。形成管理、生产、经营、精加工、贮藏、包装、

运输、营销等一条龙的产业链。在园区修建运输道路、耕作道路、观光道路、围栏、观景台等基础设施，

同时结合柑橘种植，在园区设立农耕文化展示区，视发展情况建设具有乡村文化特色的娱乐设施，力争

打造集农业、科教、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种植示范园区。通过园区规划建设继续做大做强柑

橘产业，实现稳步提质增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园区内基础设施进行重新规划布局，着力打造观光

旅游设施，产业交通设施，农业生产设施，逐步将园区建设成为全县领先的现代化产业园。 
(二) 鼓励规模经营 
鼓励新型职业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大力扶持柑橘大户带动产业发展，协助大户争取产业

扶持政策，鼓励种植户自主加入合作社共谋发展，促进柑橘产业规模经营。鼓励发展种养结合和林下养

殖技术，有效促进绿色循环农业发展。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种植技术。加强与科研机构和相关院校的合

作，建立培训基地，配齐、配强农业技术人员，邀请农业专家定期向种植户传授柑橘种植技术知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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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提高农民群众的科技意识和科技素质，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技能培训，进村

组培养科技示范户，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水平，切实保障果农提高收入。 
(三) 实施标准化生产 
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对板桥镇申报有机产品成功的，从 2021 年起至 2023 年每年奖

励价值五千元的有机肥。对 5750 亩老果园进行提档升级，今冬明村将开展修枝整形和品种改良工作。根

据市场需求和发展，引进种植新品种，培育高端产品，不断提高柑橘品质，制定运输机械化、土壤改良

深翻熟化、排灌系统化、种植规范化、监测智能化的建设目标，突出抓好套袋栽培、病虫害综合防治、

有机肥施用等无公害栽培技术的推广，确保板桥不知火品质再上新台阶，力争板桥镇优果比例从 35%，

提升至 50%以上。 
(四) 开拓销售渠道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柑橘深加工企业和营销企业，发展初加工和精加工，完善物流和冷链

设施，让水果流通和贮藏更加便利，销售周期更长，逐步形成柑橘交易市场和平台，引导价格向利好方

向发展。积极联系周边大型商超等企业并与其签订协议，及时收购滞销柑橘，为农户做好托底工作。利

用“网红 + 电商带货”的模式帮助销货，支持合作社及果农参加各地柑橘节、水果展销会等活动，带领

板桥柑橘产品走出去。 
(五) 积极引入柑橘产业人才 
一是选拔一批村级党组织带头人，让真正懂农业、爱农业、会农业的专家成为致富带头人，发挥群

雁效应。二是鼓励农学专业大学生、返乡农民工、企业等返乡创业，激发内生动力。三是发展新型职业

农民、土专家、乡贤进入产业发展队伍。 
(六) 进一步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同时对土地实行“三权分置”，即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权属分开，互

不影响，有利于盘活土地资源，壮大经济、扩大生产规模，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农业产业化。 
(七) 完善金融支农政策 
加大财政和金融支农惠农力度。始终把农业农村发展项目放在优先地位，增加惠农资金投入，重点

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改造等。 
(八) 推动科技创新，引导产业融合发展 
农业科技水平最根本是种业培育和推广，提高优质良种覆盖比例，鼓励有能力推行繁育、推广一体

化企业竞争研发先进优良柑橘种苗技术，做好知识产权、专利等保护。同步提高作物栽培、植保、资源

高效利用等技术配套升级一系列服务。 
支持农业内部产业融合，发展循环经济。构建粮食园区和柑橘产业园区融合发展新局面，打造粮食

作物、经济作物协调发展。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提高柑橘精加工、深加工水平，提高农产品附

加价值。实施交通三年提升行动，打通城乡之间物流障碍，推动城乡农产品互联网平台无缝对接，强化

乡村农产品物流仓储功能，加快跨区域农业冷链物流工程建设，拉长农产品价值链。最后，重点挖掘农

业与旅游、教育(红色旅游环线打造)、康养第三产业发展，形成污染少、效益好、价值高的现代农业产业，

推动休闲农业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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