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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德阳农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德阳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

农村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取得明显成效，继续走在全省前列。但必须看到，德阳农业

发展还存在短板，农业质量还存在不足。为此，受德阳市政协

的邀请，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对德阳市农业发

展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德阳市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现

将其研究成果浓缩整理，供省内其他市州参考。

一、德阳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一是县域之间农业产业缺乏

协同发展。县（市、区）之间的主要交通沿线产业协同发展性

不强，缺乏整体的产业规划，没有形成具有聚合效应的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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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不突出。各地的农业产业大都呈现“小

而全”的局面，特色产品、主导产业不突出，缺乏有影响力的

主导产业。三是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不强。农产品商标 3500 余

个，除唯怡、米老头、金龙鱼等品牌外，具有德阳特色的农产

品品牌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较低。四是农产品加工业不强。全

市 277 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340 亿

元，而成都市 513 家龙头企业，创造了 7 倍于德阳的销售收入。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一是中低产田比例较大。

目前，全市达到“三网配套、三化生产、三力提升”高标准农

田 57 万亩，占耕地面积 20%，旱地面达 95 万亩，占耕地总面

积的 34.3%。二是村庄布局无规划，建设无标准，村庄居住分

散，适度规模聚居率只有 63%；农村风貌差，乱搭乱建等问题

突出。三是农村人居环境有待提升，全市仅有 11.9%的村实现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49.9%的农户使用水冲式

卫生厕所。四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起步晚，农村面源污染没得

到根本治理，农村土壤、地下水等存在不同程度污染。

（三）农村改革力度还需加大。一是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

在面上推广不足。承包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权赋没

有得到挖掘、拓展和体现，部分村有确权但未颁证。二是宅基

地三权分置改革还未争取到试点，宅基地的财产权没得到体

现。三是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推进力度不足。有超过 60%

的村未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没有专门的市场经营主体来谋划发

展集体经济。四是金融投融资不够，农业保险、产权抵押贷款

工作开展不好。超过 60%的村因担心市场风险而不敢投入资金

发展集体经济，各地普遍没有制定风险防范机制。

二、加快德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把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力量

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

强势农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鲜明的示范功能、组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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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功能,可率先垂范,共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现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如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是农产品生产的

主力军,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龙头企业在高端

农产品生产方面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社会化服务组织可以为农

业生产经营提供支撑。

（二）推进农业要素制度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滞后，致使要素在空间，在产业链

的配置效率降低。必须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重

点是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民住房制度和社保制

度、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和要素经营

权，提高市场对农业供给侧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和配置效率。

（三）强化产业支撑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发展新产业新业

态必须要注重同传统产业的结合。在抓好传统产业发展基础

上，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充分

挖掘和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尤其是文化

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农村新兴服务

业，特别是那些承载乡村功能、能够容纳更多年轻人就业的产

业，为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提供更加坚实的农村产业支撑。

（四）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不能简单地走大规模集中土地的产业发展道路，也不要片

面一味地追求集中连片的大规模化。要重视适度规模经营引

领，并以此为基础，培育更加稳定、更加理性的适度规模经营

主体，以德阳独有的特色优势产业为发展重点，突出区域差异，

坚持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以“小群体、大规模”的模式

走“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培育

多种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鼓励龙头企业、农户、家庭农场和

合作社形成通过股份合作等方式，建立紧密型经济利益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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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依托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创新公私合营、企业经营、集体经营、入股经营等农

业经营方式，促进提升农业经营的规模效率和规模经济。

（五）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破解乡村基层治理难题

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

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发挥新乡

贤文化在促进乡村治理中的引领功能、践行功能和示范功能，

促进人力资源从乡村流出再返回乡村。如建立“告老还乡”制

度，提高离退休返乡者的养老待遇和医疗保障以及生活服务方

面的保障，解决“还乡者”后顾之忧，鼓励更多离退休者“还

乡”。开展乡贤回归试点，鼓励乡贤资源较丰富、乡村人才流

出较多的地方开展乡贤回归试点示范。建立“乡贤工作室”，

梳理摸清乡贤回归意愿，完善政策措施，做好对接服务，把现

代乡贤引回来，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与农村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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