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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质量是促进脱贫地区特
色产业内生可持续发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的有力支撑。铜仁所属的
武陵山片区是我国内陆跨省交界面最大、少数民族聚
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也是重要的
经济协作区，经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逐渐形
成了油茶、中药材、水果、茶叶、生猪等特色优势产业，
但仍面临产业链条短，融合度低、韧性差，带动群众增
收弱等问题。2021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关于推动脱
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
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培育壮
大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推进延链、补链、壮链、优链”，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了部署，2025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因地制宜发
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培育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
的特色主导产业。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在产业发展
中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因此，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
质量是防止脱贫地区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迫切要求。围绕铜仁
市生态茶、生猪、蔬果、牛羊、家禽等特色农业产业现状
与问题，简要谈一下如何提升铜仁市特色农业产业链
供应链质量。

一、强化前端生产环节

一是品种优化与技术升级，推广优质、高附加值
的特色品种，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如江口萝卜猪、思南
黄牛、沿河山羊等特色品种应优化。二是推动绿色生
产，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推广应用智能农业技术，如物
联网、无人机、精准施肥等技术赋能茶叶、蜂蜜、蛋鸡、
生猪、中药材等特色农业，提升生产效率和标准化水
平。三是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培育龙头企业、链主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
民、连接市场、引领发展，构建“联得紧、带得稳、收益
久”的长效机制，坚持强化带动效益与提升带动能力
相结合，科学合理确定带动方式和受益程度，积极构
建关系稳定、联结紧密、权责一致、利益共享、风险可
控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如
聚焦石阡苔茶、玉屏油茶、德江天麻、松桃生猪等特色
农业产业，延链补链，贯通良种繁育培育、标准化种
养、初加工、精深加工、市场流通、品牌培育等全产业链。

二、延伸中游加工环节

一是提升农产品加工能力与附加值，发展农产品精
深加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农产品转化为更高价值
的产品，进而提高整个农业产业链的经济效益。二是建
设现代化加工园区，引入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降低损
耗率，进一步提高效率和产品质量。三是标准化与质量
安全。制定全产业链标准（如种植、采收、加工、包装），推
动ISO、HACCP等认证。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利用区块
链等技术实现可视化追踪。如贵茶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科技赋能抹茶产业，做大做精抹茶产业为突破口，通过建
机制、强主体、提品质、创品牌等举措，发展茶叶精深加
工，延长产业链，实现茶产业全链条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农民增收。贵州佳里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深耕红薯产
业，通过全产业链打造、全要素链结合、全利益链联结，将

“优势资源”转化为“优势产业”，引领、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致富。

三、完善下游流通与销售网络

一是物流体系优化。加强冷链物流设施建设，解
决农产品保鲜难题（尤其生鲜产品）。布局产地仓
储、区域配送中心，降低运输成本和时间。如为了第
一时间把收寄的春茶快件完好无损地送出大山，推
动顺丰与铜仁凤凰机场合作，开辟春茶运输专线，实
现从铜仁直发杭州省际航班直飞出港，减少二次分
拣程序，包装上使用防水膜，采用特殊标识的红色胶
带封装，方便识别，保证随到随卸，优先中转，大大提
高了快递包裹的运输时效。二是数字化与市场拓
展。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渠道，对接大型电
商平台，如拼多多、抖音助农。三是打造区域公共品
牌，通过地理标志认证、品牌营销提升溢价能力，如

“梵净抹茶”被认定为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梵净山黄精、江口淫羊藿、德江天麻等被
列入贵州第一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万山香柚、印
江大米、印江红香柚、印江肉牛4个产品获农业农村
部评审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024 年铜仁市实现

“三品”特色产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25 亿元。四是
开拓国内外高端市场，探索订单农业、定制化供应模
式。如思南县发展订单农业，点亮致富“薯”光，小红
薯闯出了大名堂。碧江区白水贡米产业采用订单模
式带领农户增收。

四、构建协同支撑体系

一是政策与金融支持。政府提供税收减免、补贴
等政策，引导资本投向产业链薄弱环节。发展农业供
应链金融，推广“保险+期货”、仓单质押等模式，降低
经营风险。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优先保障财政对
农业农村投入，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优化投入结
构和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健全农
业补贴制度，完善与金融、保险、社会资本的合作机
制，支持政策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二是科技与人才
支撑。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推动农业技术研发。引
进专业人才，如供应链管理、电商运营人才，增加优质
劳动力资源供给。如贵州梵天菌业有限公司采取自
主研发和与高校科研院所协作的方式主攻菌种研发、
技术服务、精深加工、销售物流、废菌棒处理等食用菌
生产加工关键环节，实现技术突破。三是产业融合与
集群发展。推动农旅融合，发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
延伸产业链价值。建设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区域
协同效应，如抹茶产业园、油茶产业园、红薯产业园、
天麻产业园及油茶小镇、特色小寨等实现农业与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五、应对风险与可持续发展
一是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市场预警系统，应对价

格波动、自然灾害等风险。发展农业保险，覆盖生产、
加工、运输全链条。发展特色农业保险，建立基本覆
盖农林牧主要产业的农业保险制度，提高农业抵御灾
害事故的能力，保障农业和粮食安全。明确地方政府
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稳妥规范开展信用合作试点，
开发创新金融产品。二是绿色低碳转型。通过整体
性、精准性的政策支持，切实推进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可持续发展。推广循环农业模式，如种养结合、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减少碳排放，推动包装减量化、可降解
化，响应绿色消费趋势。实施智能化管理。通过建设
智慧农业平台、物联网系统等，实现对农业生产过程
的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推广精准施肥、节水灌溉、
病虫害生物防治等低碳农业技术，以减少化肥和农药
的使用，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作者系铜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博士）

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质量
助力铜仁市全面乡村振兴

田文勇

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一场由科技引领的山地农业机械
化变革正悄然发生。北斗监测终
端“千里眼”，被广泛地安装在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上，对提升
该县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农业生
产效率和质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铁牛耕地”到“智牛云耕”正加
速改变当地的农业现代化水平。

印江江陵农事综合服务中
心作为当地农业机械化推广的
先锋，眼下停机台上一排排整装
待发的农机在阳光下引人注目，
特别是刚从春耕一线陆续返回
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它们的
驾驶室内都加装上了一个小巧
的北斗监测终端，这个看似不起
眼的小设备，却成了合作社管理
员帅兴邦眼中的“千里眼”和“顺
风耳”。

“今年我们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为15台农机加装了北斗监测
终端。”帅兴邦说，“自从有了这监
测终端，我们对机手外出的作业
质量、作业面积都能实现精准的
服务跟踪，这不仅提高了合作社
的管理效率，也让我们更好地服
务农户，确保每一块田地都能得
到科学、高效的耕作。”

北斗监测终端的引入，不仅让

管理变得更加智能化，也让机手们
的作业行为得到了有效监督。过
去，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部
分机手在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偷
懒、偷工减料的现象，导致耕地深
度不够、作业质量不达标。而这
些问题，往往难以被及时发现
和纠正。

现在，有了北斗监测终端的
“火眼金睛”，机手的作业行为被
全程记录，任何细微的偏差都能
被准确捕捉，这不仅保障了作业
质量，也提高了农户对农机服务
的满意度。

对于印江自治县农机中心
主任任斌来说，北斗监测终端的
推广使用，更是解决了他长期以
来的一块心病。“过去，我们没有
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上安装北
斗监测终端，对作业面积特别是
旋耕深度就无法有效监管。”任斌
坦言，“如果耕地深度不够，质量
不达标，年复一年，土地就容易板
结，粮食产量自然会受到影响。”
而现在，这一切都有了改变。

今年，该县农机中心在全县范
围内大力推广北斗监测终端的安
装工作，目前已有 41台拖拉机和
联合收割机完成了安装。这一举
措不仅让农机作业变得更加透明、

可追溯，也为兑现社会化服务补助
资金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持。“有
了北斗监测终端的数据支撑，我们
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的监管就
能更加精准。”任斌表示，“这不仅
能确保补助资金发放的公平公正，
还能进一步推动全县农业机械化
水平迈上新台阶。”

事实上，北斗监测终端的引入
只是印江农业机械化变革的冰山
一角。近年来，该县积极探索科技
赋能农业的新路径，通过引入智能
化设备、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方
式，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
量。而这场变革中，农机合作社作
为连接农户与现代农业技术的桥
梁，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印江江陵农事综合服务中心
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科技创新
引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能
力。如今，随着北斗监测终端的
广泛应用，该中心的农机作业已
经实现了从“粗放式”向“精细化”
的转变。

随着印江农业机械化变革持
续深化，更多智能化设备和技术
将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更加广泛的
应用，可以预见的是，在科技的赋
能下，印江的农业生产将迎来更
加美好的明天。

印江：“铁牛”装上北斗“千里眼”

本报讯（施平） 4月 8日，沿
河土家族自治县晓景乡的贵州韵
茗春珍稀白茶基地，海拔近1000
米的茶园里，400余名采茶工指尖
翻飞，鲜嫩茶芽簌簌落入竹篓。

傍晚时分，当天采摘的 1000
公斤茶青，火速运进加工厂房。
厂房里，机械轰鸣作响，设备加速
运转，一片片鲜叶在经过杀青等
工序后，散发出越加馥郁的香味。

晚上11时，首批150公斤干
茶刚完成封装，工人迅速搬运到
早已等候在厂房门口的邮政货

车里。
贵州韵茗春公司负责人冯时

高说：“这批茶叶将在遵义机场搭
乘凌晨 2点的航班直飞杭州萧山
机场，次日凌晨3点准时摆上安吉
白茶城的货架。”

晓景乡茶叶基地位于海拔
900至1000米的云雾山区，昼夜温
差达15摄氏度，土壤富集微量元
素，造就了当地白茶高白化度、高
氨基酸的独特优势。

“为锁住这份‘高山鲜爽’，
我们鲜叶不过夜，加工不隔天，

从深山茶园到东部市场不超过
24 小时。”冯时高介绍，自茶园
开采以来，每天都在上演“白天
采茶、夜间加工、凌晨空运”的
极速之旅。

鲜叶变茶叶需经过的 10 余
道工序，必须在 12小时内完成。
该公司 3000万元构建全产业链，
以 1 万平方米厂房、18 辆运输
车、3 辆大客车及邮政“绿色通
道”，使运输时间较传统模式缩短
48小时。

田林 特约记者 王东

白天采茶、夜间加工、凌晨空运，24小时内从沿河
茶园到安吉白茶城——

一片茶叶的极速之旅

在希望的田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