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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我国实现全面社会改革的重要战略

之一，为完成经济建设目标，要求各区域强化特色产

业建设成效。对于安龙县而言，由于其具备菜心产业

发展优势，故在日常工作中应紧抓时代机遇，推进产

业建设，实现发展转型目标。但就目前而言，安龙县

存在经营主体、设施建设、品牌发展、资金资源方面

的问题，难以取得规模化经营成效。由此，围绕乡村

振兴背景，研究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

县菜心特色产业发展，具有一定代表性。

1　安龙县菜心产业发展情况研究

1.1　基地建设

近年来，安龙县委、县政府为实现产业发展，

强化乡村振兴发展成效，基地引入贵州蔬菜集团、广

州粤旺集团等企业共同进行产业建设。在发展的过程

中，企业之间强强联合，基于“供港”标准进行基地

建设。从现有情况来看，近年来基地面积进一步拓

展。当前，安龙县种植基地总面积约6300亩，分布在

5个乡镇，其中春潭街道1700亩，钱相街道钱相居委

会600亩，栖凤街道者跃村1000亩，招堤街道渔浪村

300亩，德卧镇2700亩[1]。

1.2　设施建设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推进产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

条件。结合当前来看，在不断发展背景下，各个基地

已经具备成套且成熟的种植、预冷、物流等工作基

础。在资金投入方面，提供了1.1亿元左右的建设资

金，配置了3处分拣中心以及500m2的种植大棚[2]。

除此之外，为保障产品生产质量，还搭建了连

栋钢架大棚以及温室大棚。前者约30 720m2，后者规

模也已达到7328m2。除此之外，还包含8万m2左右的

高产栽培大棚。在基地建设的过程中，主要以“供港

菜心”为核心标准，主要市场包含广西、粤港澳大湾

区等区域[3]。

安龙县菜心产业实践证明，在每年9月至次年4

月会进行3-4次栽培，每一次都可实现1400斤左右的

产量。当前，市场单价主要在3-10元不等。为此，基

地还引入了智慧平台，在系统平台运作的过程中，工

作人员可有效进行工资管理、工作管理、农事作业管

控和安全溯源等工作。当前，种植品种也在不断进行

拓展，包括迟菜心、上海青、尖叶菜心等多种类别，

可满足市场发展需要[4]。

1.3　组织方式

在组织方式方面，安龙县在产业发展的过程

中，主要是以公司+合作社为基础，融合了务工人员

和返租倒包等形式，可有效带动周围群众进行产业

发展。结合当前来看，每亩产值都可以达到9000元左

右，在2023年更是带动周围的6个种植大户参与到产

业种植工作中，实现了5万人次的农民工就业[5]。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龙县菜心产业发展优势

对于菜心产业发展而言，安龙县自然条件具

有优势。安龙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温度在

15.3℃左右，年降水约为1256mm，无霜期308天，日

照1545h，年均气温5200℃。在水资源及土壤方面也

很适合菜心产业发展。安龙县周围有河流34条，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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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强化农业发展成效，解决现阶段菜心等产业发展短板。【方法】

先以安龙县菜心产业发展情况为着手点详细分析，然后围绕现有发展趋势以及发展不足，提出发展路径。

【结果】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菜心产业建设存在经营主体匮乏、基础设施不足、品牌建设滞后、资金资源

短缺等问题，严重制约产业发展工作推进，难以提升乡村经济建设水平。【结论】推进基地建设，拓展安龙

县菜心品牌规模、健全基础设施，弥补发展短板、强化品牌建设，增强品牌效益、加大资金投入，提高质量

问题关注度等，以此为安龙县菜心产业发展奠定基础，为促进菜心产业品牌构建，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创

造条件。本研究立足于安龙县发展状况，从宏观角度提出工作路径，以促进乡村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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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12.61亿平方米，可实现1.2亿的年供水需求。目

前有29座中小水库，拟建工程包含三座水塔等。该县

有耕地66.78万亩，其中500亩以上的坝区约有25个。

当前，已有4万亩完成了土地流转工作，费用约900元

/亩·年。基础设施方面，设立了15万m3的保鲜库，

可实现8.8万t的菜品保鲜。冷链运输车辆47辆，服务

中心1个，仓储物流中心8家，电商站点全覆盖，具备

了良好的菜心产业发展条件[6]。由此可见，龙安县菜

心产业的发展优势明显。

3　乡村振兴下安龙县菜心产业发展问题

目前，安龙县菜心产业发展中，主要存在以下

四点不足。第一，经营主体方面，由于回报期长、投

资额门槛高，很难招商引资，很少有企业加入产业生

产中。第二，基础设施薄弱。虽然当前在经济建设中

已经建造了基础设施，例如大棚等，但受到外在气候

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干旱、洪水等问题会造成减产，

无法保障预期产值。第三，品牌建设不足。“贵州菜

心”开展品牌为黔西南州所拥有的核心品牌，但尚处

于发展阶段，因此在宣传和品牌建设方面整体较弱，

市场影响力低。第四，资金短缺。由于前期投资长、

宣传渠道少、融资困难，当前经营主体只有四家，且

难以维持日常经营，常会出现资金缺口等问题[7]。

4　乡村振兴下安龙县菜心产业特色发展路径分析

4.1　推进菜心基地建设，拓展安龙县菜心品牌规模

对于菜心产业发展而言，需要通过基地建设等

手段拓展规模，建立品牌。安龙县在2024年以春潭、

钱相等区域为基础，计划新增基地约0.2万亩，不断

探寻“烟—菜”“菜—稻—菜”“菜—菜—菜”等工

作模式，提升基地总面积0.8万亩，在基地建设的过

程中，通过增加规模，产量提升2.4万t，总产值可增

加1.4亿元[8]。

为推动菜心特色产业发展，可借助龙头企业示

范作用，依托现有贵州蔬菜集团等龙头企业，采取龙

头企业加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形式。还可引领周围农

户进行规模种植，通过示范基地建设等方式与农民进

行合作。借助示范基地带动以及多元配合等手段，打

造产业链条，实现规模经营。此外，还要以商招商，

吸引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加入该地的菜心产业发展，实

现规模经营[9]。

4.2　健全基础设施，弥补设施短板

一是，整合多部门资源整合，借助项目资金，

通过协作方式，解决基础设施问题。二是，大力推进

标准田建设工作，优化与改造现有蔬菜基地，完善配

套设施，营造良好的经营条件。三是，在日常工作中

加大资金支持，通过贴息贷款、金融政策落实、保险

全覆盖等手段，引导更多的企业和农户进入该产业发

展中[10]。

4.3　强化菜心品牌建设，强抓品牌效益

品牌营销是提升品牌市场影响力的重要形式。

当前，互联网成为品牌线上营销的重要形式。首先，

政府应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作用，为品牌建设提供资

源。其次，要加大对微信、微博等平台的运用，全面

加大网络推广力度，通过宣传品牌以及产品的方式增

强市场影响力。在营销的过程中应做好客户目标分

析，基于客户对菜心产品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为提升竞争优势，企业还可开展定制服务，提高品牌

档次，提升销量，为后续品牌提升奠定基础[11]。

稳定积极的品牌形象是推进产业发展的关键。

内在形象主要由产品品质决定，因此要做好质量管

控，塑造良好内在形象。外在形象方面主要包括产品

包装、品牌名称等内容，政府应引导企业合理进行标

志、名称包装的设计，既要突出品牌特征，又要体现

品牌价值。在品牌logo设计方面要简洁，必要时可以

通过不同层次包装的方式，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进而突出产品特征，为品牌外在形象塑造奠定基础，

增强品牌影响力，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工作落实[12]。

在品牌建设方面，除以上内容，还应落实好以

下三点。第一，建立双轨战略，通过母子品牌建设

等方式营造更为高效的品牌结构。在具体工作中，

应该扶持一些子品牌，从多元角度满足企业战略发

展需要。例如，安宁市建立了以区域公共品牌“礼

飨安宁”为母品牌，其他优质农特产品品牌为子品

牌的方式，协同促进发展，并推出品牌授权体系，以

此强化品牌的市场影响力。第二，要创新并建立完善

的品牌营销体系。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推进多元渠

道发展，增强营销影响力。具体工作中，应以线下为

主阵地，通过设立档口、与超市进行合作等方式进行

品牌营销。在线上营销方面，则应该与电商平台进

行合作，通过设立新媒体运营团队等方式，全面推进

微信、微博等平台营销，以此增强品牌知名度。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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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通过设立专栏、参加推荐会、农博会等方

式，吸引更多的参会人员了解品牌内容，增强品牌影

响力。第三，要建立完善的品牌保护制度，在注册商

标、品牌建设、产地认证等方面要强化制度建设，满

足品牌战略发展要求，提升品牌价值。引导更多的农

产品企业进行商标注册，加大菜心品牌建设成效。总

而言之，在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打造区域品牌，

基于产业发展现状，合理进行体系建设和品牌建设，

通过战略落实等方式打开市场，增强品牌效益[13]。

4.4　增强质量标准落实，推进安全追溯

质量监督与管理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是保持菜

心生产安全的基础。为了进一步提升蔬菜质量要求，

在后续应加大以下四方面的工作力度。一是要做好品

牌监管。二是要全面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确保农

药残留检测达标。三是要完善产品信息管控体系。四

是，要建立产品生产信息系统及产品追溯体系。企业

从生产到运营，所有信息都要自动录入企业管理系

统，当地主管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系统信息调用的方式

对某批次产品进行安全溯源，从而为监督与管控工作

的有效推进创造良好条件。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安龙县菜心特色产业发展

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提出了有效工作建议，希望能够

解决当前在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基于研究来看，

安龙县在后续工作中应继续保持品牌特色和工作优

势，既要强化基地建设，又要加大资金资源投入，弥

补当前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不足，从而实现品牌和

规模效益。还要加大对产品质量的关注，并同时拓展

营销渠道、建设品牌体系，营造良好的乡村振兴条

件，以此为实现产业和区域发展目标奠定有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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