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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是位于川中丘陵区的农业大市，辖雁江

区、简阳市、乐至县和安岳县。近年来，资阳市紧紧

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大力发展特色效益

农业，逐渐形成每个县1~2个骨干品种为主导，其它

特色品种为补充的特色效益农业分布格局，特色效

益农业成为资阳市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

1 资阳市特色效益农业的特点
2009年资阳市特色效益农业总面积达到13.3

万hm2，产值39.8亿元，较2005年增加21.2亿元，增

114%。其中蔬菜面积6.8万hm2，产量149万t，产值

28.6亿元；水果面积5.9万hm2，产量54万t，产值10.1

亿元；中药材面积0.4万 hm2，产量1.4万 t，产值0.6

亿元。特色效益农业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呈现以下

六个显著特点：

1.1 主导品种特色鲜明

雁江区是长江中上游最大的早熟蜜柑生产基

地，其“矮、密、早、丰”栽培技术写入了《中国柑橘栽

培大全》；安岳县是全国唯一的国家柠檬生产基地

和“中国柠檬之乡”，其柠檬面积和产量占全国70%

以上。简阳市是全国桃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县，简阳

晚白桃的内质、口感和果型都堪称桃中上品。雁江

区、简阳市和乐至县的辣椒、榨菜等加工蔬菜成为

郫县豆瓣、京韩食品、临江味业等加工企业的重要

原料来源。

1.2 种植效益增长明显

2009年全市种植业产值96.2亿元，其中特色效

益农业产值占41.4%。特色效益农业成为农民现金

收入的重要来源，2009年全市农民人均种植业现金

收入655元，其中果蔬产业现金收入283元，占总现

金收入的43.2%，较上年增加39元，增13.8%。

1.3 产业基地发展迅速

全市从2005到2009年四年间，特色产业新增

面积1.9万hm2，增16.4%；其中蔬菜面积增加1.3万

hm2，水果面积增加0.9万hm2。2009年雁江区、简阳

市和安岳县入围全省60个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强县

培育县行列。

1.4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2009年全市特色效益农业的产后加工环节有

50余家农业产业化企业参与，加工产值达到15.2亿

元；组建专业合作社239个，社员2万多人。安岳柠

檬的营销队伍多达3000人，形成了“买全国，卖全

国”的营销格局，2008年成功进入欧盟市场。

1.5 质量安全有效提升

全市已建成国家级、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56

个7万多hm2，居全省之首。雁江区和简阳市通过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整体认定，全市认证特色效益

农业的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面积1.4万hm2，占

全市耕地面积的5.1%；特色效益农业中有9家企业

18个产品获绿色食品标志。

1.6 现代装备加快改善

2009 年全市蔬菜大棚面积达到 272 hm2，较

2005年增加264 hm2，是2005年的33倍，成为特色产

业发展的新亮点。特色产业核心示范区实现了路

网、水网、电网及设施设备等综合配套。优新品种

推广达90%以上，作为全国最优秀的柑桔抗碱砧木

“资阳香橙”品种2009年通过审定。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项目投入不足

随着经济实力逐年增强，财政对农业支出的绝

对值有所增加，但其增加的比率并没有随财政增长

而增长，明显低于二、三产业的投入，特别在基础性

投入和农业科技资金支持方面严重不足，导致特色

效益农业布局分散，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技术支撑

和推广难度加大。

2.2 产业化水平不高

产后处理和精深加工水平不高，龙头企业布局

不合理、规模偏小，技术水平不高，产加销联结不紧

密，带动能力弱。农副产品和加工产品进入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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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打入大超市、走出国门还处在起步阶段。

2.3 标准化生产水平较低

先进实用技术应用率低，且不规范、不科学，特

色农产品档次不高，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知名度不

高，美誉度不高，惠及广大农民十分有限，影响了整

个特色效益农业发展后劲。

2.4 产业融资困难

特色效益农业是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仅靠农

民一家一户资金注入不够，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注

入，但资阳市金融部门支持产业发展的手段较少，

办法不多，造成特色效益农业投融资有限，限制产

业发展。

3 发展对策建议
3.1 发展思路

按照建设“一区两带四基地”的战略定位，以增

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坚持市场导向、产业化开发的

原则，重点支持特色效益农业的产业基地、科技体

系、加工体系和品牌文化建设，发展循环农业和设

施农业，逐步构建符合现代农业要求的特色效益农

业产业体系，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2 总体目标

概括起来讲，就是实现“一个目标”、开展“两带

建设”、创新“三项机制”、拓展“四方合作”、完善“五

大体系”。“一个目标”，即农民增收，提高特色效益

农业在种植业产值中的比重，到2015年，特色效益

农业种植产值达61亿元，农民因特色效益农业发展

人均收入达1500元以上。“两带建设”，即优势特色

产业沿“雁江—简阳—三岔”和“简阳—乐至—安

岳”两带布局，从2010年起连续五年，每年新增特色

经济作物基地面积0.4万hm2，新增特色农产品产量

10万t，新增种植产值3.5亿元。“三项机制”，即在农

业组织形式、农业经营形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方面取

得创新和突破。“四方合作”，即金融机构介入，龙头

企业带动，专业合作社组织，基地农民生产，最终达

到共赢。“五大体系”，即着力建立健全特色效益农

业的良种繁育体系、农作物病虫害监控体系、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科技支撑体系、农产品市场

体系等五大产业体系。

3.3 主要措施

3.3.1 加快“两带”特色产业发展步伐

继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和涉农项目整合力度，

加快推进以“雁江—简阳—三岔”和“简阳—乐至—

安岳”两大产业带为重点的特色效益农业的发展。

重点实施好雁江区优质蜜柑“八改”工程、简阳市新

植6600 hm2优质晚白桃工程、安岳县优质柠檬“三

百”工程和乐至县优质蚕桑综合利用工程。

3.3.2 加强现有农业产业基地建设

按照“基础设施建设年”的部署，重点支持特色

效益农业基地的路、水、电、土改造，逐步实现基地的

路网、水网、电网综合配套，耕地质量逐步提升。加

快推广设施农业、循环农业、机械农业和节水农业，

提高特色效益农业的现代化装备和机械化水平。

3.3.3 建立和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继续抓好特色效益农业的良种繁育体系、农作

物病虫害监控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科

技支撑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等产业体系建设，走

互动型、绿色型、外向型发展模式，实现特色效益农

业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良种化和品牌化。

3.3.4 提高特色效益农业产业化水平

进一步扩大专业合作社覆盖范围，加快特色产

业园和加工物流园的建设，继续搭建好农业区域合

作交流平台，开展“百企连百家（超市）”系列活动，

促进资阳农产品与大超市对接与合作。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引进和培育加工企业，带动特色效益农

业基地建设。

3.3.5 强化产业发展保障措施

市和各县（市、区）成立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的

特色效益农业及产业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并将此项

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内容。进一步加大财政投

入，给予“四方合作+保险”、循环农业和设施农业、

新技术研发和推广、农产品品牌创建和使用、特色

农产品营销活动及办节办会等方面的支持。

3.3.6 创新发展体制和机制

继续推行竞争立项、比选承诺的基础设施建设

模式，推行“龙头带动、专合社组织、农户生产”、“小

业主共建大园区”的农业组织形式，探索专业合作

社的土地统分结合双重经营机制，探索土地流转和

基础设施入股，参与“二次返利”的利益联结机制，

探索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协会与大城市、大超市对

接机制，探索建立农业开发园区筑巢引凤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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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investigation，statistic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tennis and finds the current constraints are the lack of space，qualified
teachers，sports atmosphere and management，imperfect competition system as well as detained research. Combining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law of the development with the status of college tennis，several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of the popularity of college tennis and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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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racteristic and efficient agriculture in Ziyang，and
analyzed the main problems in development，and proposed ideas，goals and countermeasures about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nd efficient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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