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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之下，促进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突破农民增收的困境，将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

的基础，锁定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业产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文以民族地区H市为例，该地农民增收

困境主要有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低。针对上述农民增收所面临的

困境，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农民增收的可行性路径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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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areas,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take 
industrial prosperity as the basi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ock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
try in minority areas,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takes H City, a 
minority area, as an example, where the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difficulties mainly include the 
singl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lack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the low level of agri-
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view of the above predicament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easible path and suggestions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combined 
with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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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过程中，城市通过“极化效应”将农村地区的人口及其他发展要素吸引到城市

中去，农村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土地抛荒、空壳化等问题，导致农村发展要素稀缺，城乡发展不

均衡。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耕地面积广，在农村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

开农民。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然在农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之下，多途径多措施推动乡村全方面发展，促进农村和城市协同发

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增添动力。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制约着

民族地区的发展，地域限制、文化背景都有其独特的特征，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要结合当地的特色，

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和路径[1]。本文以 H 市为例，作为一个民族地区，分析其

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情况，根据现实情况，农民收入增长存在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的路径。 

2. 文献综述 

学者李雁提出目前消灭了绝对贫困和地区整体贫困的问题，但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2]。学者孙璐认

为脱贫地区依然存在发展基础薄弱、内生动力不足、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多重问题，脱贫地发展农产品电商

已经成为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乡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3]。学者李依帆，黄均泽认为民族地区

的电商平台的发展，是拓宽农产品销路的新形式，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民族地区的发展增添新动力[4]。
学者高尚娟认为应该重视农村社会工作和政府的在项目进展中的互动、构建更为本土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和

人才队伍建设[5]。学者张可心、刘科伟选取陕西省关中地区进行研究，通过探索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主

要问题，为拓宽农民收入渠道作出了理论指导[6]。学者吕莎莎为大理州绿色农业发展提出 5 条具体措施：

培育高质量特色产业；结合“互联网+”，发展农村电商；以科技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保证农产品质量；加

强绿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7]。另外，有学者提出，休闲农业与旅游融合开发是促进民族地区改善民生、助

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民族地区特色文化背景与民族元素，为旅游业的推广和发展具有显著的优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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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 市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情况分析 

H 市占地面积有 4537 平方公里，辖区有 17 个乡(镇)、3 个街道办事处、146 个行政村、19 个社区，

总人口 39 万人。市内有汉、彝、藏、回、傣等 19 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16.7%，2021 年撤县设

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季主要集中在 6~10 月，并且降水量较少，全年日照时间长，冬暖夏凉，很

多市外人员到该地买房，夏季到此避暑，冬季到此过冬。 

3.1. H 市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2021 年 H 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200.05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1.02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63.99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75.03 亿元。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21.3%、47.7%和 31.0%。通过

上述的数据中，可以看出 H 市第二产业对总体的经济贡献比重最大。H 市矿产资源丰富，有“拉拉铜矿”，

距离攀钢基地近，为矿产行业的发展巨大优势。但是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攀钢钢材产业发展一直处于

低迷的状态。另外，矿产资源开采，冶炼过程导致水资源污染、土地资源的污染，导致某些地方生态环

境的破坏，造成无法修复的伤害。 

3.2. H 市农民收入情况分析 

石榴、烤烟种植是农民收入的两大来源，石榴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的同时，H 市被称为“中国石榴之

乡”；全县石榴面积 40 万亩，产量达 70 万吨，果农收入 33 亿元。烟草产业经营规模日渐扩大，烤烟种植

面积 24.02 万亩，成为全国烤烟大县，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7,241 元。从数据可以看出，农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已经远远超出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但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之下，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平均每

月人均只有 1436 元，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靠务农为主，但是在目前的疫情的之下，农民有货没有人来

收购，也没有办法拉出去，销路困难，让农民的收入增添了更多的确定性。如何促进农村农民收入可持续的

增长，增强农民韧性与抗逆力，在面对突发情况时，有能力去应对，以免再次陷入贫困陷阱之中。 

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增收存在困境 

俗话说：农民以地为生靠天吃饭，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大，无法摆脱自然地理条件对于农业发展的

影响。由于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的局限性，导致交通不便，对于农作物种植要求较高、无法进行大规模

机械化种植，经济发展受阻；城市化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大，青年选择在外务工，地区人口出现老龄

化的情况，农业发展人员上的缺失，这是农业发展最大的阻碍，也是农民可持续增收入面临最大障碍[9]。
结合 H 市的实际情况，农民增收主要面临以下三个困境。 

4.1. 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民增收不稳定 

H 市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具有丰富的光热资源适合，经过农民长期的探索和经验积累，掌握石榴

和烤烟的特性，并进行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让石榴和烤烟成为该地的主要经济来源。目前，全县共有 22
个乡(镇)栽培石榴，约 26 万余名农户从事石榴生产工作，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的种植。在 2021 年烤烟的种

22.3 万亩，全市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种植不同的农作物。由于两种作物的生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石榴和烟叶本身的脆弱性，对于采摘的过程具有严格的要求，运输的过程也要加倍的小心，机械化采摘

无法实现，到采摘的季节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家庭人口主要以核心家庭为主，两个孩子大多

在外上学务工，家里务农主要由父母来承担，两人无法承担大规模的种植，每一户只能选择一种作物进

行种植，再无精力开展其他的产业。每户猪、鸡的喂养，主要以自给自足为主，很少选择对外销售，农

业生产结构较为单一，经济来源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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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农民增收无保证 

水利设施建设不完善。H 市地处横断山脉断带，地形具有强烈的上升山地地貌，全市山地面积占 80%
以上，地形坡度大，储水能力差，水资源占 H 市 18 个县(市)第 15 位，人均水量仅为全市的八分之一。

形成了春冬干旱，夏秋多冰雹的天气。在这样一个水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却选择种植用水量大的作物

种植，全年的雨季集中在 6~10 月，但是石榴和烤烟用水期从 4 月份开始，并且两种作物都需要花费大量

的水源，水利设施建设不完善，导致无节制的开采地下水，导致水资源的供需不足，水循环系统遭到严

重的破坏。另外，烤烟的种植与烘烤，由于大规模的种植，农民在烘烟叶时为了减少煤炭的使用，上山

伐木作为辅助燃料，导致树木的大量砍伐，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环，在夏季雨季来临时遭遇洪涝灾害，

对农作物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导致农民的收入不稳定。 
道路交通设施建设落后。H 市目前没有通高速火车经过，地理位置闭塞，交通形成闭环，货物运输

困难，坐火车站只能到西昌站或者攀枝花站，到达最近的高速口都需要两个小时扯车程，并且唯一一条

对外联系的时雅西高速，但是这条道路经过地区地形复杂，道路情况较差，夏季山体滑坡造成道路中断，

冬季大雪封山，道路也无法畅通。部分村道的水泥路还没有修缮完成，导致村道雨季道路坑洼泥泞。对

于硬化的道路常年不维修，路面开裂等情况，雨季也会出现垮塌现象，村与村之间，村与外界的交流也

造成了阻碍。在农作物成熟的时期，刚好在 9~10 月，处于雨季阶段，对外流动的速度慢，对水果的品质

等造成巨大的影响，造成价格低。 

4.3. 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低，农民增收无支撑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劳动者知识、能力、技术水平已经成为促进农民可持续增收的决定因素，已

经从注重数量变成质量提升。H 市农民素质普遍偏低，外出务工人员多，高层次的农业科技人才较少，农业

生产管理理念较为落后，现代科技技术掌握不足，农产品的质量参次不齐，无法满足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

农民种植的农产品品种单一，成熟时间大致相同，导致同一时间内在市场上流通的数量多，大多的农产品都

以鲜果的形式流通到市场中，这是对于农产品的质量要求高，导致农产品滞销或亏本，农民收入也随之减少。

另外，近几年大规模的种植，农民在农药和肥料的使用上缺乏技术上的指导，造成资源的浪费，除草剂的过

度使用，导致土地的温度调节功能失调，因此，很多资源利用不当。在石榴和烤烟的种植过程中，虽然有农

业部分前来进行培训，但是培训的效果不理想，农民接受的程度不高，更多以培训的名义来给农民进行技术

的指导，实则是进行相关产品的推销。目前出现一个村到一个公司进行统一的采购农药、肥料等所农业生产

所需的产品，每个小组的组长进行统计，并要求每户必须在这个公司拿，迫于这样村民之间的压力之下，不

得不在此订购，每户按照同样的配方进行管理，没有做到因地用药、施肥，资源浪费、农产品质量不高。 

5.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农民增收路径 

在民族地区，H 市作为本地区第二经济发展中心，促进农民的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满足本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5.1. 推进农业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农民收入多元化 

5.1.1. 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发展结构合理化，促进农业生产多样化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多行业

发展，对农产品进行产业化加工，增加产业链条，提供更多增收的机会[10]。目前的石榴的销售以农户—
收购商—市场的形式，以鲜果销售为主，导致水果成为季节性水果，无法提供农户的持续化收入。在原

产地建立饮料加工厂，将鲜果无法外售的果子，进行再加工，成为石榴的饮料、发酵之后成为石榴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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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黑山羊养殖业，由于本地山羊品种的不同，2010 年 12 月，“黑山羊”

成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具有地方特色，目前羊肉受众群体还是以本地为主，扩大黑山羊规模，对羊肉

进行精细化的深加工，增加黑山羊的存储时间。 

5.1.2. 扩宽销售渠道，扩大特色产业影响力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电商平台的兴起，“互联网 + 农业”的发展模式在不断的更新，为农产品的销

售提供新的渠道。会理立足农业资源优势，以打造红、黄、黑、绿、蓝五大特色产业为重点，通过特色

产业的影响力，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创新本地电商带货模式，避免大众化、娱乐化，将地方特色、民族

特色融入到直播带货或者电商平台之中，满足大众多样化的心理需求。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名片，在全国、

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让大众看到这一名片就能想起一个地方。 

5.1.3. 打造特色文化，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深入挖掘 H 市历史文化，古城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传统的文物建筑和传统民居院落，立足这

一历史文化，打造一系列的民族文化节日，端午药根万人宴、开展新安傣族乡泼水节活动。挖掘地方特

色美食，羊肉粉、铜火锅等吸引游客来此地观光旅游。另外，通过本地传统历史文化的挖掘，注重提升

本地居民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提高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增强本地居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

觉，每个人都是自己家乡的代言人。 

5.2. 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5.2.1. 加快建设交通道路设施，促进对外联系 
乡村道路建设是乡村振兴之路开展的前提，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加大对 H 市基础道路的建设，这已

经是 H 市在道路建设方面一大突破。还有德会高速公路在建，通车之后，H 市将实现高速公路的通车，与

外界的联系更加的便利，进一步加强 H 市对外的开放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对内要加强对

乡村道路的建设，由于 H 市辖区地形复杂，人口居住零散，给道路的建设增加了困难，为了居民的生产生

活要实现村道道路硬化全面化，水泥路到户，农村的发展才有“出路”，进一步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 

5.2.2. 完善水利设施，普及节水灌溉技术 
兴修水利设施，大概在 10 年前，政府针对种植烤烟的农户实施蓄水池补贴政策，鼓励农民修建蓄水

池，但是由于修建水池技术以及材料的落后，蓄水池储水能力差、储水量少、寿命短，现在已经无法投

入使用。很多农户为了解决种植业的水源问题，花费大量的资金进行水源的购买、水管建设、蓄水池的

修建等。针对水利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多资金的支持，保护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的调节能力，减少对地下

水的过度开采。近几年喷灌和滴灌技术的普及，大多农户都将原来的大水漫灌的形式改为喷管，但是很

多农户为节省开支，制作简易灌溉装置，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节水的问题，对于浇灌的技术还是按照以

往的经验。加强对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合理利用水资源，促进水资源的循环可持续的利用，也进一步

促进居民的收入的而可持续的增长。 

5.3. 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完善人才引进、培育体制机制 

5.3.1. 培育新型农民，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农民队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更是乡村振兴最大受益者。

所以要紧紧抓住农民这一群体，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与指导，打造一批懂科学技术知识的农民。要充分发

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坚持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选择，对于农民的决定

做出最大的支持。对农民提供专业的技术知识培训，并颁发培训的证书，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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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业知识的经验分享和外出走访参观活动，促进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农业知识的学习，不断激发农

民内生动力，全方面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农民队伍，确保农业产业化发展上档次、提质增能。 

5.3.2. 鼓励大学生及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就业、创业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促进民族地区农民可持续增长，要将人才引进来，将人才留下来。提

供政策的上的支持，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民族地区进行就业，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福利待遇、晋升发展

等问题，以此来保障能有人来，来了之后能留得住人，为家乡的乡村振兴工作增添动力。 

6.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当前主要矛盾的科学举措。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能够为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乡村振兴就是为了实现生活富裕，这

关系到农民对美好生活需求。解决好农民增收问题，鼓励农民走上致富道路，关系到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和幸福指数，关系到能否成功实现乡村振兴，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11]。作为农

业和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民收入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促进农民增收对推动

乡村振兴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民族地区农村由于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条件、文化背景、科学

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农民增收还存在多重的障碍。本研究以 H 市为例，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从农业

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技术限制等三方面探究 H 市农民增收的困境，促进民族地区农民增收关

键在于抓住民族地区的特色，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深入挖

掘本地的特色历史文化，大力发展旅游业，增加农民多方面的收入，走出一条具有民族地区特色农业产

业促农增收致富的新路子，不断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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