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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一方面，农产品产量大增；另一方面，乡村人口大幅减少，本地需求降低。
４１２ 份问卷的统计数据显示，约 ５５．１％的受访者提到农产品存在滞销问题。 农产品滞销与缺乏科学规划、生产成本

高、深加工不足、包装跟不上、营销不力、人才匮乏、交通物流制约等有关。 破解农产品滞销困局必须长短结合、标
本兼治。 具体来说，需要做好规划和调控，优选品类，避免同质化竞争；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降低农产

品生产成本；加强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加大对物流电商的扶持力度；加强技术研发，延长农产品供应期，推进精深加

工产业发展；重视包装和营销，提高农产品品牌知名度；选派、培育一批乡村营销人才及助农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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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持续

增长，农业经济稳中有进。 ２０２１ 年，全国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达到 １４７０１３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增加 ６０６７１
亿元，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年均增长 ４．２％。 其中，农业产

值年均增长 ４．５％，林业产值年均增长 ６．１％，农林牧

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年均增长 ７．８％①。 但是，
在产量增加的同时，农产品滞销、增产不增收等问题

也逐步暴露出来。 产业振兴，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

望。 于是，各地千方百计挖掘产业，但其中一些项目

缺乏科学论证，盲目上马。 在这种背景下，农产品的

品质如何提升？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几乎都是脱贫

县，农产品缺乏竞争优势，怎样在外销中赢得优势？
为促进农民增收，农村高中以上学历人口大都转移

到城镇务工，人才短缺与人才流失并存，在这种背景

下，怎样培养、吸引一批农特产品销售人才？ 只有解

决好以上这些问题，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产业才

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一、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内涵及
农产品滞销的相关研究

　 　 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内涵和外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是国家及西部相关省

（区、市）根据 ２０２０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意见》精神，在处于边远或高海拔地区、自然环境

相对恶劣、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

后的脱贫县中，综合考虑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统筹

考虑脱贫摘帽时序、返贫风险等因素确定的一批县。
对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必须强化政策倾斜，加强

监测评估，集中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增强其区域发展能力。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 国家乡村振兴局公布了包括内蒙古、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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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

西部 １０ 省（区、市）的 １６０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名单。 随后，这 １０ 个省（区、市）综合考虑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

务情况，又确定了 １６７ 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事实上，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也适用于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政策。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国家乡村

振兴局领导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中特别指出：“需要强调的是，除统筹整合使

用财政涉农资金、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政策适

用特定区域外，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政

策，对西藏、新疆同样适用。”②因此，加上西藏、新疆

的 １８２ 个县，全国共有 ５０９ 个县为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 这一数量占 ８３２ 个脱贫县的 ６１．１８％。
２．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特性决定其农产品滞

销严重

研究梳理发现，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具有几个

共同特征：一是均为脱贫县，尤其是 １６０ 个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基本上都是原深度贫困县，是经过

多轮攻坚最后才啃下来的“硬骨头”。 二是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１６０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均

ＧＤＰ 仅约为全国的 １ ／ ３，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

不到全国的 １ ／ ６。 三是重点帮扶县脱贫人口多，收
入水平低。 １６０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累计脱

贫人口占全国脱贫人口总数的近 １ ／ ５，脱贫人口收

入虽然增长较快，但与全国及所在省份的绝对差距

仍在扩大，仍是全国发展最落后的地区［１］ 。 四是大

多处于西部边远或高海拔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
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据统

计，４５．６％的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处在地质灾

害高发区，生态脆弱，地质灾害频发。 五是几乎都是

农业县，产业基础差，同质化问题突出，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严重不足。 六是人口素质偏低，人才匮乏

并流失严重，科技支撑不足。 深入乡村产业发展一

线的高学历、高职称科技人才数量更少。 产业仍以

传统农业、简单代加工为主，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不

足，大部分地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 ４０％—
５０％，远低于 ６０％的全国平均水平。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为避免输血式扶贫，“发展

生产脱贫一批”成为打通脱贫“最后一公里”的第一

“药方”。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发展特色产业脱贫”被写

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 自此，贫困村“一村一品”产业推进行动在全

国拉开帷幕，一批批特色农业基地被扶持建设。 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为加快产业振兴的步伐，财政

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逐年稳步提高中央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重”。
为落实这一政策，大部分地区都要求中央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占比不低于

６０％，且不得低于上一年的资金占比。 在持续、强大

的推力下，各地大力发展产业，导致农产品产量大

增。 由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地理自然条件恶劣，
产业基础薄弱，在产品品质、交通物流、经营管理人

才及营销宣传等方面存在短板，加之外出务工人口

净流出严重，本地消费减少，其农产品滞销问题较一

般县更为突出。
３．农产品滞销的相关研究及述评

２０１８ 年以来，有关农产品销售的研究成果出现

快速增长态势，这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 ２０２０ 年

新冠疫情初期流通受限有关。 梳理发现，已有研究

成果主要围绕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产品滞销现状及原因探究。 借助 Ｗｉｓｅ

Ｓｅａｒｃｈ 专业舆情监测系统及各大媒体平台统计发

现，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我国共发生农产品滞销

事件 ２３３ 起［２］ 。 随着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成果的

显现，农产品销售呈现出滞销舆情发生频率高、季节

性明显、区域分布广、品种涉及多、滞销数量大等特

点，原因有盲目生产、产品缺乏竞争力、销售渠道单

一、市场供应饱和等。 市场信息不对称、电商人才缺

乏、物流不发达等原因在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３］ 。
另外，在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冷链基础设施不健全

及政府的主导作用缺位也是导致农产品滞销的重要

原因。
第二，农产品滞销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对策。 一

般认为，随着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以消费扶贫模式销

售农产品的机制不可持续，必须强化特色农产品品

种迭代，强化供应链节点设施建设，完善农产品到消

费者的供应链模式［４］ 。 在诸多对策中，发挥农业合

作社作用，充分利用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通过“自
助”形式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的策略得到广泛认

可［５］ 。 有学者提出了培育和壮大产业经营主体，形
成“企业＋集体＋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合作社＋农
户”等协作模式，支持多个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

组建经济联合体，抱团发展集体经济以缓解农产品

滞销状况的思路［６］ 。 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２］ ，
减少盲目种养，避免同质化竞争，提升品质，打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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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发展地标产业，培养电商人才，发展农村电商是

认同度较高的一些措施。 改进包装技术、延长农产

品保质期也是缓解滞销状况的可行措施之一［７］ 。
广西采用的柑橘提酸增糖、提早上市、分批采收、调
节市场、延长供应期等措施对解决水果、蔬菜滞销问

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８］ 。 积极推进与贸易效率

较高国家的合作，进一步挖掘农产品贸易潜力，为破

解农产品滞销难题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９］ 。
第三，电商与农产品销售。 电商因无时空限制、

强画面感、低成本等优势越来越受到农产品销售者

的青睐［１０］ 。 但同时，电商对物流硬件配套要求高、
对从业人员技能要求高而且难于监管等问题不容忽

视。 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强网络媒体

技术研发，推进技术进步，完善物流体系，建立电商

产业园，打造政府支持的农产品电商发展模式，注重

电商人才培养，创建主播团队，完善营销网络的监督

管理体系等对策建议具有较大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

义［１１］ 。 网红营销农产品具有成本相对较低、转化

率高等优势，但也存在重产品销售、轻品牌树立，重
流量效应、轻信誉打造，重短期利润、轻长远战略等

误区。 需要将网红产品升级为网红品牌，从平台融

合向资源整合发展，借流量传播信誉，融通数字技

术，促进农产品从“网红”产品时代走向品牌“常红”
时代［１２］ 。

第四，供应链与农产品销售。 随着消费者购物

方式的变化，构建现代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对促进农

产品流通高效化、有序化、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
安全化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公司与家庭农场

签订成本分担契约、给予家庭农场一定补贴的“家
庭农场＋公司”模式可促进双方紧密合作，同时提高

家庭农场与公司的效用。 伴随着消费扶贫力度的加

大，城市带动脱贫地区农产品销售这一模式成为常

态，诸如脱贫地区产地供应分散不及时、物流成本

高、供应链不协调等问题逐步暴露［１３］ 。 脱贫地区

农产品供应链建设中生产环节、产地物流环节、干线

物流环节和城市配送环节均存在薄弱点，需延伸城

市带动脱贫地区农产品销售的供应链，构建“智库＋
农产品供应链”平台，智力扶贫促进农产品销售，加
强脱贫地区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冷链设施建设

和管理，对脱贫地区到城市干线物流进行整合和补

贴等［１４］ 。
当前关于农产品销售的研究成果是我们进一步

研究的基础，但纵观现有研究，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农产品滞销的系统研究极为少见。 此外，现有

农产品滞销的相关研究与国际国内形势结合不够。
在现阶段，研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产品滞销问

题，必须与国家产业振兴、农村劳动力转移、扶贫消

费等政策以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特殊的地理区

位、交通条件等结合起来，只有寻找到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农产品滞销的深层次原因，才能提供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
首先，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一县一

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农
产品产量与日俱增。 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

推进，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乡村人口不断减少。 ２０２２
年，全国乡村人口 ４９１０４ 万人，外出务工人员 １７１７２
万人，占乡村人口的 ３４．９７％。 人口净流出问题在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更为突出，县域农产品刚需增长

率低于供给增长率。 再次，乡村人才匮乏。 ２０２１
年，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数量最多的云南、四
川、贵州、广西、甘肃、青海 ６ 省（区）拥有高中（含中

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 ２４．３２％，低于全国平均值

６．２３个百分点，１５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为 ９．０６ 年，低于全国平均值 ０．８５ 年［１５］ 。 最后，如
果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无法将大量农产品外销甚至

出口，就不可能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也不利

于产业振兴的深入推进。 此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大都交通不便，人才匮乏，恶劣的交通状况和营销

人才的稀缺也是制约其农产品销售的两大因素，如
上这些将是本研究取得创新与突破的基础。

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产品
滞销的表象及深层次原因

　 　 基于课题组的调研数据③，农产品滞销主要表

现为：无经营者到产地批量收购；运到县城或州

（市）能卖出，但效益不如打零工；明显低于预期价

格甚至接近亏损边缘才能卖出；没有渠道或人脉，即
便运到县城或州（市）也销售不了等几种情况。

４１２ 份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不愁销售，有合作

社保底收购”和“有机构或个人预定，且价格合理”
的提及率仅为 ５．１０％和 １３．５９％，提及率最高的是

“只要运到集市还是能卖出，只是价格问题”，但该

项提及率不足 ５０％。 “有时亏损也得卖，不卖会亏

得更多”“偶尔出现低价，作物宁可烂在地里也不请

人采摘变卖” “卖牲口、家禽收入不够幼崽、粮食和

工钱成本”及“卖香蕉、核桃、芒果等收入不够农资

成本和工钱”的提及率分别占到 ４３． ２％、２７． ６７％、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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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和 １８．６９％。 请受访者具体列出滞销农产品

品类时，在 ４１２ 名受访者中，８６ 人提到坚果，主要是

核桃和板栗；７５ 人提到水果，主要是芒果、香蕉、柑
橘和苹果；２５ 人提到蔬菜；２３ 人提到土豆；２１ 人提

到玉米；２０ 人提到生猪；１８ 人提到茶叶；１７ 人提到

调料，主要是草果和花椒；８ 人提到蜂蜜④。
研究发现，农产品滞销的原因主要有供过于求、

交通制约、不善规划、缺乏深加工，包装跟不上、营销

不力等，而根本原因是地理条件制约和人才匮乏。
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产品总体供过于求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我国总人口从 １３５９２２ 万人增

长至 １４１２６０ 万人，增长了 ３．９３％，但油茶籽、茶叶、
木材、水果、蔬菜、水产品、禽蛋、粮食等与人民生活

密切相关的农产品增长率超过 １０％⑤。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全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增长率

品类
油茶籽产量

（万吨）
茶叶产量
（万吨）

木材产量
（万方）

水果产量
（万吨）

蔬菜产量
（万吨）

水产品总产量
（万吨）

禽蛋产量
（万吨）

粮食产量
（万吨）

２０２１ 年 ３９４．２４ ３１６．４ １１５８９ ２９９７０．２ ７７５４８．７８ ６６９０．２９ ３４０８．８１ ６８２８４．７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７２．７７ １７６．１５ ８１７５ ２２０９１．５ ６１６２４．４６ ５５０２．１４ ２８８５．３９ ６１２２２．６２

１０ 年增长率 １２８．１９％ ７９．６２％ ４１．７６％ ３５．６６％ ２５．８４％ ２１．５９％ １８．１４％ １１．５４％

　 　 上述农产品产量的增长效应，在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大省、大县更是突出。 例如，１０ 年来，云南省蔬

菜、水果、茶叶、水产品、禽蛋的产量增长率均超过

１００％。 如今，农村餐饮消费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

变，城市餐饮消费从吃得好向吃出健康转变，农产品

产量持续增长必然导致产品滞销。 而且，在产量大

幅增长的同时乡村人口在不断减少。 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期间，各地均把转

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最有效手段

之一，而人口净流出现象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更

加明显。 这直接导致了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严重的

农产品滞销问题。 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乡村人口

减少，本地需求减少，外销壁垒多” 的提及率为

２９．１３％，“脱贫攻坚尤其是产业振兴成果显现，农产

品产量大幅增长”的提及率为 １１．８９％⑥。
２．产业发展缺乏科学规划，农产品竞争力不强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产业发展大多缺乏科学规

划，致使农产品竞争力不足。 一方面，一些地区自然

地理气候条件恶劣，不具备种养某些优势品种的基

础，但盲目复制外地经验导致项目失败；另一方面，
一些地区因宣传带动不足，群众思维固化，不敢尝试

新产业、新品种，传统农产品品种老化，被更优更廉

的外来产品替代。 此外，一些群众盲目跟风，也导致

局部地区农产品过剩。 一般来说，农村产业项目的

选择必须结合自然条件，并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如果缺乏规划和调控，必然导致自然地理条件类似

的邻乡、邻县明知会出现农产品同质化竞争问题，也
要选择发展同样的农产品。 这尽管可以发挥集群优

势，但也存在恶性竞争的风险。 近年来，云南普洱

茶、宁夏枸杞恶性竞争的问题就非常突出。 调研发

现，“盲目跟风种植不具备质量价格优势的品种”的

提及率占到 ３６．６５％，“品种老化，被更优更廉产品替

代”的提及率占到 １６．７５％⑦。
３．自然条件恶劣，生产经营成本高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在西部地区，这些地区

以山地、高原为主，地势崎岖、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

劣，导致农产品生产经营成本较高。 例如，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最多的云南省是名副其实的“山地大

省”，山区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９４％，坝子约占全省总

面积的 ６％。 绝大部分的村落都在山区，因山高谷

深，沟壑纵横，土地不平整，道路崎岖，无法机械化耕

作，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极高［１６］ 。 课

题组随机抽样的 ５ 个州（市）２０ 个村粮油作物平均

机耕率、机播率、机收率分别为 ２２． ２％、 ６． ５％ 和

７．０６％。 ６０９ 户人家户均农业机具价值仅 ５６９４．２ 元

（含车辆价值），大部分家庭仅有粮食加工机器，有
３７６ 户人家没有农业机具，这反向说明了农业现代

化之路任重道远⑧。 总体来说，在大多数脱贫村，因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型生产机械进村入地困难。

此外，西部省（区、市）人口居住分散，在少数民

族地区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１７］ ，农资采

购、农产品广告、销售缺乏规模经济效应，导致农产

品生产和销售成本较高。 调研发现，边远山区的居

民生产生活成本高于省会城市，这在“三区三州”地
区最为典型。 在离昆明市较近的禄劝县，因机械化

程度不高，该县翠华镇人工种植的软香米，到合作社

加工好，其成本已接近 ７ 元 ／公斤，但在电商平台，机
械化种植的东北大米 ７ 元 ／公斤可以包邮。 调研中，
“因无机械化耕作条件，生产成本高甚至高于外地

运来的同类产品零售价”的提及率占３１．０７％⑨。
４．受交通物流条件制约，农产品外销困难

在西部 １２ 省（区、市）中，除贵州和重庆外，其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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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１０ 省（区）的高速公路密度在全国 ３１ 省（区、市）
中全部处于第 １９ 名后。 全国 ３１ 省（区、市）的高速

路平均密度为 ５１２ 公里 ／万平方公里，但上述 １０ 省

（区）的高速路平均密度仅为 ２１２．３１ 公里 ／万平方公

里⑩。 如此低的高速公路密度可反映出这些地区农

产品外销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之高。
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面临诸多困

境。 长期以来，农产品流通呈现出跨地域、反季节的

特征，“卖难买贵” “腐损浪费”等问题突出，损害了

消费者和农民的利益［１８］ 。 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农产品物流和冷链设施总量明显不足，“断链” “缺
链”现象普遍存在，设施结构性矛盾突出。 城乡农

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不均衡，不同品类

间冷链物流设施水平差异明显。 肉类仓储保鲜冷链

物流设施多，果蔬类设施少；城市经营性设施多，产
地加工型设施少；大中型设施多，批发零售终端设施

少；自建自用设施多，专业第三方社会化设施少。 在

发达地区，８ 元包邮的小商品琳琅满目，但在西部地

区，出省的快递，首重邮寄费就接近 １０ 元（１ 公斤内

的邮寄费）。 调研结果显示，“路途遥远，物流不给

力，保鲜期短、单价低的农产品外销无门”的提及率

排第 ２ 名，达到 ３９．８１％，“附加值低，运费占市价比

例太高而卖难”的提及率为 ２６．４６％。
５．农产品深加工不足，包装跟不上

一些季节性强、保质期短、热销期短的产品本可

通过深加工方式延长供应期，提高附加值，但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的农产品总体缺乏深加工，因而在市

场上的竞争力不足。 一般来说，未进行深加工的产

品，其包装往往也跟不上，给人以劣质品的联想，于
是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例如，云南核桃产量全国

第一，１０ 年来，随着核桃产量的增加，干核桃价格从

约 ３５ 元 ／公斤降到约 １０ 元 ／公斤。 尽管新鲜核桃可

以直接出售，也可以加工为干核桃、核桃仁、核桃油、
核桃汁进行出售，但绝大部分农民即便知道将剥出

的核桃仁卖给坚果生产商更值钱，也未进行进一步

加工。 在西部地区，类似于“三只松鼠”“良品铺子”
之类的坚果加工、销售商特别缺乏。

同时，包装跟不上也是导致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农产品滞销的一方面原因。 调研发现，西双版纳

岩蜜、楚雄硬蜜都极为稀有，普洱景东的“景东黄

饼”历史悠久、口感独特，但由于这些产品包装一

般，缺乏品牌识别度和广告宣传，制约了其价格和利

润。 一些地标产品也存在类似情况，例如，甘肃的百

合、广西的芒果，品相好、口感正宗，但包装简易，除

去运费后利润有限。 调研中，“缺乏深加工，包装跟

不上”的提及率为 ３４．９５％。
６．经营管理人才匮乏，营销不力

综上不难发现，除地理条件制约、生产经营成本

高外，缺乏科学规划、深加工不足、包装跟不上、营销

不力的深层原因便是人才匮乏。 调研显示，基层最

需要的人才依次是市场营销人才、产业规划人才、市
场预测人才、电商人才、新媒体运营人才、宣传人才、
新媒体主播（网红）、生产加工品控人才、仓储物流

人才、农业技术人才等，而这些人才都应该是接受过

专业教育或培训的。 很明显，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所需的农村人才极为欠缺，此处就以接受过高中以

上文化教育的人数为例进行分析。 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结果显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数量最多的云

南、四川、贵州、广西、甘肃、青海 ６ 省（区）总人口

２５０５１．６９ 万人，拥有高中（含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

人口为 ６０９３．６３ 万人，仅占 ２４．３２％。 因绝大部分乡

镇都有九年一贯制学校，换言之，上述 ６ 省（区）中

不少于 ７５． ６８％的人在户籍所在乡镇完成学历教

育，因而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
同时，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地区高中以

上学历和具备一技之长的农民几乎都在乡镇以外就

业或务工。 应该说，在脱贫攻坚期，劳动力转移就业

是明智之举，也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过度转

移农村劳动力会加剧农村人才匮乏的矛盾，就犹如

“贫血者在失血”。 课题组在滇西某县随机抽样了 ４
个村，总户数 １２８９ 户，外出务工人数达 １８７１ 人，户
均外出务工 １．４５ 人，４ 个村仅有 １６ 名返乡创业人

员，１５ 名致富带头人。
此外，由于各类人才特别是营销人才的匮乏，农

产品营销不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优质农产品很

少得到专业的宣传推介，使得外界对优质农产品缺

乏了解，也进一步加重了农产品滞销问题。 调查结

果显示，“香酒处在深巷中”的提及率为 ２７． １８％，
“市场不健全，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品质好的成本及

价格高，市场反而不如劣质低价替代品）”的提及率

占 ２１．６０％。

三、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农产品滞销的破解路径

　 　 面对农产品滞销，目前农民主要有如下几种应

对方法：一是对于保质期长的农产品，选择暂存等待

时机。 但是，农产品保存太久，口感、品质会变差。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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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农产品连年高增长时，滞销问题将避无可避。
二是将滞销的粮食用于酿酒、喂养牲口和家禽，之后

将酒、牲口、家禽售卖，收回成本，赚取收益。 这种方

式类似于深加工，但存在周期长的问题。 另外，牲口

和家禽价格波动大，染病风险大，一旦遇上传染病，
就可能血本无归。 对于酿酒，还存在技术瓶颈以及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被取缔的风险。
三是将滞销的牲口和家禽宰杀后卖成品肉。 这种方

式本质上是农民直销肉品，不仅不符合《生猪屠宰

管理条例》《家畜家禽防疫条例》等文件精神，而且

如果大批农民采用这种模式还可能因大众效仿，形
成恶性竞争。 总体来说，农民对于滞销农产品的处

理手段较为传统，效果较差。 因此，必须从生产、经
营两大环节入手，强化规划引导，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降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推进精深加工，培
育营销人才，加强宣传推介，合力破解农产品滞销

困局。
１．做好规划和调控，优选品类，避免同质化竞争

各地要对周边地区近年主要农产品的产销状况

进行研判，尽量避免与周边区域形成同质化竞争，进
而造成“谷贱伤农”现象。 不宜强化“用于产业发展

的资金项目只增不减”这类层层加码的要求，相关

部门要在这方面积极作为，做好引导和预警工作，避
免群众跟风扎堆。 发展种植业要前瞻性地研判轮作

物产销情况，发展养殖业要深入了解本省及当地近

年的养殖情况，并对污水粪便处理、疾病防治尤其是

烈性传染病的防治能力进行专业评估，避免出现大

规模养殖场投建后遭遇环保一票否决或烈性传染病

导致巨额亏损等现象。 规划布局蔬菜、水果、生鲜、
肉蛋、食用菌等保鲜期、保质期短的产业时，还要统

筹考虑交通便捷程度和物流价格等因素，确保农产

品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为确保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要结合地

理自然条件科学选择品种，在规划或优选新品种前

进行土壤肥力、灌溉水检测分析，因地制宜，确保品

性“从优从特”，为打造地标产品提供可能。 随着农

产品产量的增加，农产品市场已经逐渐成为买方市

场，要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

廉，人廉我转”的原则，结合地理自然条件、劳动力、
供求关系、技术、环保、病虫害防治、交通及物流等因

素统筹研判，科学选择品种。 要结合区域优势尽量

选择单产高、市场需求大、销售单价高的品种，发展

高附加值农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人均自然资源匮

乏的地区，可以发挥劳动力优势，选择单产消耗劳动

力多、技术含量高、销售单价高的品类。
２．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机械化程度，降

低农业生产成本

只有持续改善交通条件，为老百姓生产、生活提

供便利，并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才能持续促进农民

增收。 高速公路能提高速度，但对车程的缩短存在

天花板效应；航空速度快，但运载能力有限，对农业

的支持有限；唯有铁路既能极速缩短运程，又有强大

的运载能力。 建议国家拿出脱贫攻坚的决心来修筑

高速公路和铁路，逢山打洞、遇水架桥，打通各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到省会城市的“交通动脉”，在县县

通高速的基础上，实现大多数县（区）通高铁，从根

本上改变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落后的交通面貌。
只有提高机耕、机播、机收的普及率，才能进一

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为此，在有条件、有种养殖大

户的村寨，可将零星分给农户的土地确权登记后进

行平整，去除田畦，进行规模连片开发。 这不仅能增

加有效播种面积，还能为农机耕种、收割打通天然屏

障，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发展现代农业。 虽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大都是山区多、坝区少，但连片开发

几十亩土地的做法，在绝大部分地区还是可行的。
从现实来看，思想上的田畦比实际的田畦难破。 必

须加强宣传，久久为功，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现代农

业的优势，才可能大面积推行土地平整并进行集中

连片开发。
３．加强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电子

商务

为破解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果蔬、肉类、乳制

品、水产品等生鲜农产品销售半径短、抗风险能力弱

的现实困境，要结合生鲜农产品分布情况，建设通风

贮藏库、机械冷库、气调贮藏库、预冷及配套设施，使
农产品在采收预冷、产后贮藏、加工、集散等环节始

终处于适宜温度控制环境，有效降低农产品损耗，保
持农产品品质。 要尽快形成“县有冷链物流中心，
乡镇有冷藏冷冻服务场所，村有预冷设施设备”的

冷链物流体系。 在产业规模大、附加值高、冷链物流

需求集中、冷链设施利用率高的特色农产品产地，鼓
励龙头企业、产地批发市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改

造、扩建或新建具有分拣、加工、包装等功能的农产

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在交通不便、离交通枢

纽远的县（区），要采用直接补贴、贴息等方式支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储藏、保鲜、烘干、清选分级、
包装等设施。 推进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共

享共用，协同推进田头市场建设，发挥规模效应，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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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区域内分散的冷藏保鲜设施资源合理配置。 加强

智慧冷链物流设施平台建设，鼓励运营企业推进信

息化建设或信息系统的升级再造，并规范统一各信

息系统之间标准接口，鼓励运营企业间信息资源共

享。 提升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资源利用

率，降低冷链物流运营成本［１９］ 。
目前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交通、物流还无法

有效支撑农村发展电子商务，但“乡愁沈丹” “云南

小花”等网红销售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的做法，非
常值得借鉴，各地要未雨绸缪。 建议在不断加快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缩短运程的同时，千方百计降低农

村物流、电商的运营成本。 一方面，县级相关部门要

对物流运营市场进行必要的引导，采用划片经营、价
格限高等手段，破解农村物流不成规模、恶性竞争的

困局。 另一方面，大力支持网络销售农产品，对农产

品网络销售商，直接按照件数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
尽量将农产品经营者自费承担快递费部分与广东、
江苏等地持平，加速推动农产品上线销售。

４．加强技术研发，延长农产品供应期，推进农产

品精深加工

首先，各地农业科技部门不仅要梳理当地种植

过的品种，还要进一步挖掘可从外地移栽的优势品

种。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业资源总体开发滞后，
只要做好勘测，很多地区都可能找出比外地地标产

品更适宜生长的区域，也可能存在较外地早熟或晚

熟的品种，与外地农产品形成天然的错峰供应格局。
其次，对于大多数水果、蔬菜而言，提前或延迟

上市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植物生长调节剂可用

来调节果子的成熟期，科学合理使用不仅可以提前

或延迟水果采摘时间，还可以提高水果品质，提升水

果口感，使水果更易售出，给农民带来更好的经济收

益。 例如，生产中使用乙烯对多种果树的果实有催

熟作用，促进果实快速生长，使果实早成熟、早收获、
早上市，提高水果市场竞争力，增加经济效益；喷洒

适当浓度的 ＧＡ３ 或水杨酸，可以提高水果的硬度，
抑制水果中乙烯的合成，延缓水果的成熟时间，从而

延缓水果的上市时间，有助于提高水果的价格［２０］ 。
此外，要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争取采用杂交技术、
营养、光照或温度控制等更为绿色、健康的方式来延

长农产品供应期。
再次，要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 在蔬菜主产区可

建设蔬菜提取、脱水蔬菜、预制菜基地［２１］ ；在水果

主产区可大力发展水果提取、冷冻水果、速冻水果、

果干、水果罐头等产业；在薯类主产区可通过招商引

资方式引进薯片食品加工厂；在坚果主产区积极推

进坚果油脂类、休闲食品类产业发展，如在核桃主产

区可建设核桃油加工生产线；在谷物、药材主产区可

建设粗粮深加工厂和药食同源分类包装、加工基地；
在中草药种植区可建设中药饮片、颗粒等产品生产

线。 此外，支持肉食品加工企业扩能提质，在养殖业

发达地区推进鲜肉、肉干、肉罐头、肉酱等深加工项

目落地。
最后，新品种常在产量、品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因而在市场竞争中更具竞争力。 在一些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芒果、香蕉、火龙果、樱桃等热销期短

的水果有着较大的潜力和价值。 要加强与农业科研

院所和高校的合作，大力支持农业科学院、农业大学

专家教授不断研发新品种，推进品种迭代，用现代技

术推进农产品提质增效。
５．重视包装，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品牌知名度

首先，加快农产品设计、包装、广告产业发展。
打破常规，探索构建低成本运营包装、广告团队。 建

议各省（区、市）相关部门出台文件，号召当地艺术

学院、农业大学联合各地广告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单

位成立助农支农联合会，吸纳高校教师、在校学生入

会，专门开展各地农产品包装、广告设计业务。 包装

设计风格要本着与货品相关、与当地民俗或地标资

源结合的原则。 类似于茶叶这类使用周期较长、复
购率较高的产品，其外包装用材要给人以高档之感，
设计时，尽量使用可循环储存常用物料（如药品、调
料）的盒子包装，以形成长期广告渗透的效应。

其次，加大对农产品设计、包装、广告产业的支

持力度。 将指导在校生设计农产品包装、广告业绩

纳入教师职称评定、考核评优和学生实习实践教学

评价体系。 评分依据主要参考包装使用量、广告投

放量和合同价格。 定期举办省级、校级农产品包装、
广告作品大赛，获奖者在教师考核评优、学生奖学金

评定时具有优先权。 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定期

对涉农企业及种养殖大户、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进行

包装设计、营销、广告等实务培训，提高其业务素养。
最后，省、州（市）、县要加大“一县一业”宣传力

度，让“一县一业”家喻户晓。 三级电视台要为“一
县一业”及其产品进行公益宣传。 省级政府网站、
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局网站或公众号要开设“一
县一业”及其产品介绍频道。 省级会展中心、展览

馆为每个县提供实体或电子展厅，为每个县的农产

品提供展览空间和条件。 在城区电梯、出租车、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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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等人流量大、传播范围广的地方投放农产品广告，
增加农产品曝光度。 此外，可由宣传部门牵头，联合

涉农企业、种养殖大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一

批官方背书的新媒体账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

宣传各地农产品，千方百计提高各地农产品的知名

度，为农产品外销提供支持。
６．选派、培养一批乡村营销、广告人才

首先，各地以乡镇为单位建立人才库，把在党政

军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原籍人员摸清。 重点摸清原籍

大学生、在外创业经商、在当地或外地从事过营销、
广告工作或是学习过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广告学的

本土人才。 对这部分人才，要以乡村产业发展和项

目建设为契机，利用亲情纽带吸引他们回乡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或是助销农产品。
其次，选派驻村工作队员时注重源头把控，主要

选派有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广告学、经济学等专业

背景的技术人员。 将懂经营、会管理的专家学者安

排到县级部门挂职，使他们在发挥专业优势的同时

得到全方位历练。 各地高校、科研院所、职业院校、
党政机关均有一批具有上述专业背景的职工，若能

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迅速形成一股力量。 要充分

发挥各高校商学院的优势助力产业振兴。 各省均有

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单位（此处泛称商学院），可
与商学院建立助销农产品挂联关系。 应鼓励高校毕

业生到人才稀缺、潜力巨大的农村创业，带领群众共

同富裕。
再次，加大对农产品营销和广告宣传人员的培

训力度。 在各地农业大学成立省级乡村营销、广告

人才师资培训基地，编制并定期修订乡村营销、广告

人才培训方案，大力培养乡村营销、广告人才［１５］ 。
组织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和乡村振兴局对培训基地

进行三重领导。 乡村营销、广告人才培训需要分三

步走：第一步，从高校、科研院所、职业院校、企业、学
会等招募专家学者，将通过选拔的专家学者聘为基

地的专兼职教师。 第二步，州（市）、县根据需要，定
期择优选派党校、高校、职业院校等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到省级师资培训基地学习，通过结业的学员，纳入

州（市）、县级党校师资库，供党校和基层聘用。 第

三步，各县将农业经营主体或有志于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的人员安排到县级党校、高校、职业院校开展轮

训，迅速提高他们的营销、广告实操技能。
最后，大力培养支农新媒体主播，打造一批助农

网红。 各地成立新媒体主播人才服务中心并预算经

费，专门负责新媒体主播人才的发掘、培训、评定、扶

持、激励等工作。 鼓励他们做好职业规划，谋划长远

发展。 要注重激发引导主播的国家意识和“三农”
情怀，在引导农产品带货方面积极作为。 积极推动

主播与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乡镇企业、合作社、成规

模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交流与合作，引导支持网红

主播助力产业振兴。 同时，要对主播的职业行为加

以引导、规范。

结　 语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预计几年后，全
国各地在近年布局的农村产业会迎来丰产期，供大

于求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竞争会更加白热化。 届时，
应大力推进农产品国际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

进与贸易效率较高国家的合作，打造高效畅通便捷

的农产品立体交通贸易网络，进一步挖掘贸易潜力。
当更多的国家出现农产品过剩，出口价格的增长不

足以抵冲农产品出口运费增长时，则需宏观调控。
尽管市场竞争中还有“人廉我转”的原则，但我国务

农的人口约 ６ 亿，大量的农民必须在农村解决增收

问题，因此“人廉我转”不是我国解决农产品滞销问

题的根本之道。 或者说，“人廉我转”应该解读为别

人廉价时，我们要转向更有竞争力、更有利润空间的

升级产品。 飞天茅台不愁卖的现象说明，消费者追

求的是品质，滞销的终结之道是不断提高品质。 在

农村居民饮食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城市居民饮

食从吃得好向吃出健康转变的背景下，未来农业发

展重点不在数量，而在品质。 因此，解决农产品滞销

问题的根本思路是靠人才做好规划、靠人才提质增

效、靠人才营销、靠人才降本升级，并反复循环。 任

何困难的解决，科技的进步，模式的创新归根结底都

得靠人。 概言之，农产品滞销的治本之策是不断推

进乡村人才振兴。 我们期待着乡村人才不断涌现，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农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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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查。 ⑤此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０２２ 年版。 ⑧⑨此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乡村人才振兴实现路径研究”课
题组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 日到 ２ 月 ８ 日期间，对滇西 ５ 县围绕乡村人才

现状、问题开展的实地调查。 ⑩高速公路密度由各省高速公路里程

除以对应的陆地面积而得。 其中，高速路里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

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２》，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３ 年版；国土面积

数据来源于国家政府网站和各省政府官方网站。 此处数据来源于

全国以及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和贵州省

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统计结果。

参考文献

［１］程国强，马晓琛，肖雪灵．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战略思考与政策选择［ Ｊ］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２２（６）：１－９．
［２］窦晓博，邵娜．中国农产品滞销舆情现状及展望［ Ｊ］ ．农业展望，

２０１８（７）：６１－６５．
［３］刘兴全．会泽扶贫农畜牧产品滞销原因及策略分析［Ｊ］ ．曲靖师范

学院学报，２０２０（２）：４３－４５．
［４］张喜才．脱贫地区生鲜农产品滞销的形成机理及对策［Ｊ］ ．中国流

通经济，２０２２（６）：８５－９４．
［５］郭晓鸣，张耀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合作社融合发展的逻

辑理路与实现路径［Ｊ］ ．中州学刊，２０２２（５）：２７－３４．
［６］付世昉．产品滞销背后农业产业扶贫的相关思考［Ｊ］ ．农村经济与

科技，２０２０（２１）：１４７－１４９．
［７］ＩＴＯ Ｊ， ＢＡＯ Ｚ ＳＨ， ＳＵ 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ａｉｎｓ 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Ｊ］ ．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２（６）： ７００－７０９．

［８］李珍，高兴，韦丽兰，等．广西晚熟柑桔滞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出

路探析［Ｊ］ ．中国南方果树，２０２１（３）：１８５－１９３．

［９］李婷婷，陈珏颖，武舜臣，等．入世 ２０ 周年中国向主要国家和地区

出口农产品影响因素与贸易潜力分析［ Ｊ］ ．农业经济与管理，
２０２３（３）：１０２－１１４．

［１０］冯雨晴．农产品企业运营风险管理研究［ Ｊ］ ．山西农经，２０２１
（２３）：１５１－１５２．

［１１］胡栾，鲍宏礼．“互联网＋”时代下农产品营销优化路径［ Ｊ］ ．商业

经济研究，２０２０（１５）：１２８－１３０．
［１２］杨晓丹．农产品“网红” 营销的现状分析［ Ｊ］ ．农业经济，２０２２

（１）：１４３－１４４．
［１３］张焕勇，周志鹏，浦徐进．农产品供应链视角下的家庭农场销售

渠道模式选择［Ｊ］ ．商业研究，２０１６（１０）：１３０－１３７．
［１４］张喜才．农产品消费扶贫的供应链模式及优化研究［ Ｊ］ ．现代经

济探讨，２０２０（９）：１２５－１３２．
［１５］王俊程，窦清华，胡红霞．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乡村人才突出问

题及其破解［ Ｊ］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４）：１０４－１１２．

［１６］王俊程，武友德，钟群英．我国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巩固的

难点及其破解［Ｊ］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２）：６４－７２．
［１７］王宗礼，巨生良．区域发展不平衡背景下影响民族关系的新因素

［Ｊ］ ．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０７（４）：３８－４２．
［１８］麦子．政策红利促农产品仓储冷链建设扩容升级［ Ｊ］ ．农经，２０２０

（６）：５２－５５．
［１９］赵皎云．农产品冷链“最先一公里”的现状与趋势［Ｊ］ ．物流技术

与应用，２０２０（ｚ１）：３４－４０．
［２０］王婧，石文鑫，李伟，等．探究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果树生长及水果

品质的影响［Ｊ］ ．果树资源学报，２０２２（６）：７５－８０．
［２１］温会武．关于加快阜新市农产品深加工业发展的分析［ Ｊ］ ．农业

经济，２０１８（３）：１２１－１２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Ｕｎｓａｌａｂｌ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Ｋｅｙ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ｂｙ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Ｊｕｎｃｈｅｎｇ　 　 Ｈｕ Ｈｏｎｇｘ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ｋｅｙ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４１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ａｂｏｕｔ ５５．１％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ｕｎｓａｌａｂｌ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ｕｎｓｏ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ｅｅ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ｐｏ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ｕｎｓｏｌｄ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ｇｏｏ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ｄ ｃｈａｉ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ｄｅｅ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ｄ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ｕｎｓａｌａｂ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ｅ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责任编辑：澍　 文

４５

　 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