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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1.研究背景

在完成了脱贫任务之后，“三农”工作的重心转向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持续推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优势特色农业。我国地大物

博，东西南北各地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各

有不同，利用所处的位置的优势，可生产出自己独具特

色有竞争力的农产品，从而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

民收入的提高。发展特色农业，对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

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实现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分水镇素有万州“西大门”之称，地处万州西部，

是万州区人口第一大镇，分水镇交通条件、生态环境、

农业资源、政策支持优越，具有天然的市场优势和区位

优势，是分水镇发展特色农业的基本条件。目前分水镇

发展特色农业仍有若干突出问题，根据目前分水镇发展

特色农业的状况，如何能解决分水镇特色农业现阶段面

临的问题？是本文的研究核心。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文从分水镇特色农业当前的发展情况出发，分析

分水镇农业发展基础条件与特色产业发展现状，探索符

合分水镇实际情况的特色农业发展对策建议，希望对特

色农业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也为其他地区发展特色农

业提供借鉴与经验。

（2）实践意义

作者简介：王静（1999—），女，汉族，山东省青岛市

人，重庆三峡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农业农村发

展；通讯作者：胡际莲，重庆三峡学院。

研究分水镇特色农业的发展对策，如何提升产业实

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加强特色农业的实践和研究，

对于推动分水镇农业发展水平，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在

一定程度上为分水镇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决策提供参考

依据。

二、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1.特色农业相关概念

（1）特色农业含义

特色农业是基于本地特有的自然资源、历史和文化

资源，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高效农业，具有强烈的区域

特征。它是一种扎根于农村的、具有地域特色和农村价

值的经济活动。

（2）特色农业基本特征

其一，具有区域性特征，不同地域的产品质量存在

差异，各有特色。其二，有优势性，特色农产品具有本

地特色和一定的知名度，竞争力和差异性强，品牌效应

强，在市场销售中占据优势地位。

2.特色农业相关理论

（1）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出，由于生产力的

不同，相对成本也会不同，因此，各国在本国拥有比较

优势的商品的同时，也会从中受益。比较优势理论是基

于用区域资源优势进行农业生产的理论，在农业生产中，

利用当地资源、人文资源、产业结构等优势，发展特色

农业，并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推动我国特色农业的发展。

（2）农业产业化理论

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目标，

在优化生产布局、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前提下，以最大

限度地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农业产业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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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特色农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3）市场供求理论

市场的供求理论包括市场供给和需求。目前，消费

者的需求逐渐不再是满足基本温饱需求，而是开始满足

精神需求，并且寻求更高质量的产品，所以对特色农产

品的发展是一个机遇，会扩宽特色农产品的市场。

三、分水镇特色农业发展现状

1.分水镇基本概述

地处万州西部的分水镇，毗邻梁平、忠县，距万

州城区 26 公里，素有万州“西大门”之称，辖区面积

220.96 平方公里，林地面积 13.6 万亩，动植物资源丰富、

品种繁多。有 318 国道、达万铁路、渝万高铁贯穿全境

横穿全境，交通便利。根据万州区 2022 年的统计年鉴，

到 2021 年户籍总人口 9.36 万人（城镇人口 4.31 万人、农

村人口 5.05 万人），常住人口 7.38 万人，是万州区人口

第一大镇。分水镇近四年经济生产总值呈上升趋势，到

2021 年，分水镇全镇地区生产总值 24.2 亿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近四年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分水镇在

第一产业方面：耕地面积 10.3 万亩，基本农田 6.58 万亩，

以“青脆李”为特色主导产业，李子种植面积达 4.5 万

亩，为万州第二大水果。第二产业：现有市场主体 287

家，主要行业为服装加工、食品加工、电子元器件、竹

木加工、机械和金属加工，2021 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49751

万元。第三产业：分水镇有著名的悦君山风景名胜区以

及凭借“青脆李”举办活动节日，具备发展旅游的优势，

2021 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19312 万元。分水镇是全国

重点镇、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重点示范镇、市级中心镇、

商贸百强镇、万州区乡村振兴支点镇。分水镇围绕“一镇

两中心三基地”发展思路，打造“脆李源乡、经济强镇”。

2.分水镇特色农业发展现状

（1）特色农业产业情况

分水镇以青脆李为主导的特色产业充分发展。2002

年，分水镇石碾村已开展了小规模的李子种植，获得不

错的经济收益，带动周边新石村及竹山村等散种李子。

随后在政府的引导下，成立了“分水石碾李子专业合作

社”，开始标准化生产。到如今，清脆李子大规模种植

已有 20 多年历史，脆李产业在分水镇各个村落以及万

州的其他乡镇蓬勃发展，在 2022 年仅分水镇李子种植面

积达到 4.5 万亩，年产量 3 万吨、产值超 3 亿元。分水镇

所生产的李子相比其他地区不同，分水镇的李子为硬肉

型，脱核，口感脆，全国其他地区的李子在完全成熟后

就会变软。青脆李主要种植在海拔 500 米至 1000 米的区

域，7 月至 8 月万州区全年光热资源最好，晴天多于阴雨

天，且昼夜温差大，达到 11 摄氏度，因此脆李的产品质

量优。获得“万州青脆李”地理商标。

（2）特色农业产业与二三产业融合情况

产业融合不仅表现为产业链的扩大与整合，也表现

为链内资产的重组与整合。万州区的第一产业在过去四

年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产业的融合度有所提升，但

总体水平仍然很低。产业融合的深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分水镇通过互联网及物流外销，增加了特色农产品

青脆李销量，使得采摘、挑选、包装的劳动力增多，为

周边农民提供工作，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但往外销售方式大多为鲜销；当地的合作社收购脆李，

并进行深加工，制作成李子酒、李子饮料和李子罐头等，

但目前处于起步阶段。

其一，分水镇推出“三月赏花，七月品果”项目，

每年三月份举办李花节，凭借“万亩雪海”特色高山李

花景观吸引大量游客，成为乡村旅游金字招牌；在此基

础上，举办“李子采摘节”，主打亲子体验，野外采摘。

分水镇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分水镇

美丽乡村建设的步伐，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一定的

推动作用，拓展农业多元化功能，促进农民增收，增加

了分水镇青脆李知名度。其二，分水镇利用“互联网 +

农业”，扩展了本地的销售渠道，通过淘宝、微店、直播

带货等方式，发展了 500 个网店，通过九个知名快递物

流公司设点 26 个，年寄运李子 5000 吨，大多为鲜销，物

流的时效保证李子的新鲜口感，将青脆李销售到全国各

地，扩大了知名度。结合上述分析，分水镇特色农业产

业较好的与物流、互联网、旅游行业融合。

四、分水镇特色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特色农业产业与二三产业融合不完全

分水镇的特色农产品青脆李是初级普通的农产品，

目前分水镇绝大多数是单纯的销售青脆李，精深加工的

产品较少，制作的李子酒、李子饮料和李子罐头尚处于

起步阶段，农产品价值有待进一步提高；分水镇与旅游、

互联网、物流等行业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尚未找到与餐

饮、住宿等行业进行融合的路径。分水镇的特色农业产

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尚不充分。

2.农民综合素质偏低

我国农民的综合素质普遍偏低，我国农民种植农作

物的经验丰富，大多熟知传统农业，并不熟练掌握现代

农业的相关理论、技术。目前，信息化时代，各种互联

网、现代技术发展快速，传播快速，而农民有关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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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技术和经济的知识储备并不丰富，与市场之间

存在信息不对称。

3.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其一，农业用水难。分水镇青脆李主要种植区域在

海拔 500 米至 1000 米，海拔较高，如何引水浇灌青脆李，

降低用水的费用。二是因为乡间道路比较窄，加上乡间

的土路硬化差，不方便大卡车进出，人力成本高。在旅

游旺季，狭窄的公路造成拥堵，影响游客旅游体验感，

同时增加会车风险，不利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4.农业技术应用水平低

农业自身受到自然环境的严重制约，当遭遇自然灾

害时，便不利于农产品的正常生长过程，影响农业的发

展。分水镇的青脆李生产过程中鲜少用到比较先进的科

学技术，通过分水镇地区的宣传视频，在判断青脆李的

成熟程度时，大多通过农民自己品尝，不是通过技术的

检测；并且对于分水镇，缺少适合本地的灌溉技术。

五、分水镇特色农业发展对策

1.延长青脆李产业链，促进产业融合

分水镇建设标准化生产、管理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

地，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品质，使农产品在种植、生产

和加工、储存运输以及生产和制造等各个环节实现标准

化，并运用现代科技设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以李

子为原料深加工成各种李子口味薯片零食，李子饮料、

果脯、果酱、罐头等，扩大农业生产链条，扩大农民就

业。分水镇可将产业链延伸到农产品销售加盟店，增加

农民就业；依托分水镇悦君山天然溶洞、碧湖、溪泉等

天然生态环境，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在此基础上，分水

镇吸收专业人才，打造李子风格的民宿以及餐饮店。

2.加强农民培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对于分水镇发展青脆李产业来讲，加强农村基础教

育和增加农村教育投资，让学生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

新型职业农民相对于传统的农民来说，是一种受过良好

教育和会农业技术的群体。分水镇发展新型职业农民，

可依据当地的农业生产特点，大力推广与青脆李相关的

农业技术，并按农户的其他需求，开展技术培训，培养

出更多爱农、会技术、会经营的新职业农民。与时代接

轨，适时培养相关互联网，市场经济的知识。

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要结合分水镇的具体情况，增加专项资金，加

快农村供水设施的建设，以促进青脆李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其次，分水镇要强化农村道路的改造和提升，根据

各村的地形特点和分布特点，选择一种既经济又可行的

硬化道路，拓宽农村道路，让分水镇的青脆李能够更好

的运送到全国，为青脆李的运输提供更大的便利。

4.因地制宜引入农业科学技术

分水镇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农业科技的发展，实现

从经验到科学的转变。针对分水镇农业用水难、农产品

生长检测技术不成熟等问题，适时引入农业技术，如节

水灌溉、信息技术等，以提高单位产品的产量、质量和

降低劳动强度，充分发展现代农业。

结论

本文围绕分水镇特色农业，运用文献资料的方法，

以理解特色农业的概念、发展模式、发展问题及应对措

施，通过对分水镇特色农业发展的综合分析，对分水镇

发展特色农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发展分

水镇特色农业的若干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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