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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深入了解桂西北大石山区乡村产业发展的有关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

脱贫致富，早日实现乡村振兴，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在实地调查、问卷

调查、半结构访谈和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对广西巴马县龙田村乡村特色产业发

展的现状、存在问题、制约因素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促进龙田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些建议和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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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我国农村拥有着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蕴藏着极大的发展潜力。从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到乡村振兴，使乡村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许多偏远乡村

因受区域地理、经济基础、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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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越来越大，当前，乡村发展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乡村振兴涉及诸多

因素，产业兴旺是其中重要条件之一，而特色发展和差异化发展是乡村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广西巴马县燕洞乡龙田村为研究对象，对其乡村

特色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旨在促进乡村发展，为建设壮

美广西，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提供咨询参考。

1  龙田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1.1  引进扶贫企业发展特色种植业

政府、企业和广大乡村群众是助推乡村振兴扶贫产业的最大合力。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扶贫产业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

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通过产业引进，有效结合龙田村大石山区的特色，

优化龙田发展的思路，促进龙田村产业振兴是当下的现实问题［1］。广西巴马龙田

村距离县城 24 km，距离乡政府驻地 12 km，四处都是崇山峻岭，石林丛生，被称

为“九分石头一分土地”的大石山村，总人口 1787 人，地少人多，人均耕地面积

约 0.1 hm2。上世纪，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龙田村就创造了“推倒房屋造良田，

炸平石山建新村”的壮举［2］。现今，龙田村领导班子根据龙田的特殊地理环境和

生产生活条件，一直积极寻找和引进适合当地发展的扶贫产业，带领龙田群众继

承和弘扬团结务实、实干苦干、改天换地的精神，因地制宜走出了“山弄经济”“劳

务经济”和“商贸经济”相结合的特色产业振兴之路，以此实现龙田村群众脱贫

致富奔小康，并于 2017 年 11 月被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

通过引进扶贫企业发展特色种植业，龙田村现种植杉木、八角、油茶、蘑

菇等共计 400 hm2，在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引进的种植业带来了

极大的连锁效益，大大提高了龙田村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当前龙田村人均年

收入已上升到 8732 元 RMB。而在企业的帮扶下，龙田村还发展养殖类中型村集

体经济，允许贫困户以资金入股，吸纳贫困户和农村闲散人员就业，实行按股

和按劳分配，提高村民的就业率。扶贫产业为龙田村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已经成为龙田村实施乡村振兴和脱贫致富发展战略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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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托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养殖业

主打养殖是龙田村发展的重要举措。因为当地的气候地理条件比较适合

发展散养土鸡，所以，龙田村党支部在充分考虑的基础上，引进了小谷鸡养

殖项目，并将其作为村集体经济，主要是以广西巴马小谷鸡有限公司投资兴

建的小谷鸡养殖场为主。企业负责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并负责产品销售；

龙田村则负责提供劳动力，并允许村民个人携资入股。如今，随着养殖规模

的不断扩大，已建造养鸡棚 30 个，每个鸡棚散养小谷鸡 2000 只，养殖基地

占地面积达 31.33 hm2。小谷鸡产业的发展，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

龙田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参与其中，参与者每月收入可达 3000 元 RMB，

与参与前相比，个人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小谷鸡养殖业已成为龙田

村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1.3  靠山吃山发展节水型山地农业

龙田村地处大石山区，生态环境脆弱，石漠化问题比较严重，水资源短缺，

适合种植菌类和仙人掌类植物。菌类产业是由广西巴马一山珍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巴马投资农林发展有限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共同参

与开发，主要以特色食用菌栽培为主业，共有菌类种植大棚 30 个，产品均由公

司统一进行收购和包装销售。除了发展食用菌栽培外，龙田村还规模种植龙骨花。

该植物又名霸王花，为仙人掌科量天尺属的量天尺（Hylocereus undatus），是

当地的特色植物，其根系发达，抗旱能力强，且食药两用，具有清热润肺和去

痰止咳等功效，可在石头缝隙和房前屋后大量种植，不占耕地，管理技术要求

不高，具有较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因此深受群众喜爱。龙骨花曾是龙田村强

推的种植业，产品远销至广东、福建等地，已成为龙田村主打的特色农产品之一。

1.4  扬长避短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

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是增强贫困地区发展能力的重要手

段。而发展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提高当地群众的经济文化

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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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相比，乡村民风淳朴，环境质朴自然，空气清新甜美，民俗丰富多彩，人际

和谐友善，这是乡村发展的优势和资本。基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

展理念，巴马龙田村与龙凤村在政府的推动下，积极引进外资，共同打造双龙

新村旅游休闲特色产业项目，现正处于规划阶段。双龙新村项目是以石林景观

和岩溶山区生态农业景观为特色，整合双龙新村周边的石山峰丛地形地貌和当

地民居特色，建成龙田石林旅游景区。同时，依托龙田石林景区，将双龙新村

建设成为融合乡村休闲度假、旅游餐饮购物、民宿等功能于一体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将双龙新村建设成为广西农业旅游示范区。双龙新村项目是龙田村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该项目的落地，为当地提供的就业岗位和连锁效应，必

将有效提高当地的经济收入水平，成为促进龙田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之

一，加快乡村振兴的步伐。

1.5  讲实效多措并举发展复合产业

因为龙田村人均耕地面积少，所以村党支部选择了一条“山弄经济 + 务工

经济 + 商贸经济”相结合的复合式发展道路，从而奠定了龙田村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本模式。山弄经济主要是以种 a“两树”、栽“两果”、育“两花”、养“六

畜”为主要内容，发展农产品加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劳务经济是通过村支

部架桥、党员带头的方式，建立一支劳务输出队伍，以及鼓励劳动力外出务工、

经商、办实业，发展务工经济，在提高村民收入的同时，也为龙田村特色产业

的发展储备了资金、积累经验［3］。龙田村因其历史文化底蕴及特殊的地理位置，

一直是附近村屯的交易市场和商品集散地，具有较好商务经济基础。龙田街 50 

% 的农户开有商店、地摊、加工店或小作坊，每逢圩日，街上热闹非常。在龙

田发展的过程中，三种经济相互融合，为龙田村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支持。

1.6  强带头党建引领共谋乡村发展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龙田村党支部在龙田乡村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

a　“两树”指杉树和油茶树，“两果”指八角和核桃，“两花”指金银花和观音莲，“六畜”指马、

牛、羊、猪、鸡、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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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村委会成员以身作则，积极带头学理论，学业务，学技术，干实事，

组织党员开展各种学习培训，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杨顺良是巴马县

第一个拥有大专文凭的村党支部书记，勤学习，会思考，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

和紧迫感，充分认识当前龙田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村领导班子中出现的

思想固化、工作碍于情面、纪律松散懈怠现象进行严肃批评和整顿，把一些有

文化、有能力、有威信的群众积极分子发展为党员［4］，不断为龙田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提供新鲜血液，同时，发挥村中党员致富能手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示范

引领作用，积极开展帮扶活动，带领贫困村民共同走上致富之路。

在过去的艰苦年代，龙田村老一辈人曾喊出“人敢拼命，山河听令”的豪

言壮语，这种精神已深埋在龙田人的心中［3］，在她的指引下，新一代龙田人敢

闯敢拼，发扬团结务实、苦干实干、解放思想、永远跟党走的时代精神，在桂

西北大石山区打造新的龙田精神，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其更加丰富的

内涵。在村委会的带领和当地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龙田村变成了广西区内闻名

的大石山区小康文明示范村［3］。龙田精神不仅滋养了龙田村人，也带动了其他

乡村的发展，因此，龙田村和其周边的龙凤村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示范村，交

乐村也被广西壮族自治区评为乡村清洁示范村。

2  龙田村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2.1  交通不便

“要致富，先修路”。交通条件对乡村产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5］。

虽然龙田村的基础生活设施相对齐全，但地理位置偏僻，与城镇距离较远，且

沿途山路崎岖，交通条件差，雨天出行安全没有保障，不仅影响了龙田村与外

界的联系，也严重制约了当地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

2.2  人才缺失

新型实用人才是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6］。乡村产业要发展，必须

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而随着城镇化的加快，龙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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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虽然龙田村拥有一些较有特色的

自然资源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并逐渐彰显其开发利用价值［16］。但是，由

于城乡差别不断拉大，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加剧，造成大量农村适用人才

流失，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可塑性差，从而导致当地资源开发利用能力下降，

乡村发展动力不足，严重阻碍了当地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

2.3  创新不足

龙田村现阶段的发展存在严重的同质化问题。首先是旅游开发创新不足。

根据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开发合理的旅游景点和完整的旅游路线，减少商业性

气息，增强朴实无华的乡村气息，这是龙田旅游开发过程中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次是宣传创新不足。利用常规的策划手段对“长寿之乡”和“大石山区文明

示范村”进行宣传，并非宣传的最佳方式，对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收

效不大，难以解决龙田村产品难销、游客量少等问题，影响了龙田村的产业发

展。第三是销售渠道创新不足。龙田村主打产业是企业统一销售的“帮扶”项目，

虽不苦于销售环节，却从根本上丧失了市场竞争力，产品也失去了市场占有率

和知名度，特色产业失去转型机会。第四是发展规划创新能力不足。创新发展

是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将是乡村振兴的必答题。当前，龙田村受

劳动力综合素质的影响，生产经营管理技术落后，产品辨识度不高，同质化明显。

2.4  资金有限

资金是制约龙田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龙田村自我创办的企

业大多是小微企业，规模小、管理模式简单，盈利空间有限，不易得到外源资

金的大力支持，因此，产业规模难以扩大，经济效益不高，扩大再生产能力有限。

3  龙田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瓶颈

3.1  交通条件差基础设施不完善

龙田村位于桂西北大石山区，距离巴马县城有 24 km，沿路皆为崇山峻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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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丛生，坡陡路曲，公路建设投入大，成本高，难度大，原有的村级水泥路

已大面积损坏，其他公共基础服务设施也不完善，无法满足龙田产业发展和乡

村振兴的基本要求。同时，龙田村的民间资本极度缺乏，县乡政府资金来源少，

公共财政无力支撑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龙田乡村产业发展尚处于比较低

端的状态，而且，短期内也无法实现大的跨越。

3.2  乡村环境对人才吸引力不大

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龙田村，要发展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需要大批人才

和高素质劳动力支撑。首先，城镇化的发展，吸引了大批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

带走了乡村原本就比较紧缺的高素质劳动力，龙田村为尽快脱贫致富，不得不

发展务工经济，又造成大批劳动力外流；其次，龙田村的特色产业发展虽主打

养殖业，发展种植业，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期，不足以吸

引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第三，随着时代的发展，第一产业从事从业人员数量逐

年下降，而乡村产业多以第一产业为主，现代化程度普遍不高，生产方式较为

落后，经济效益相对较差，难以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第四，农村产业结

构单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生产生活基础条件较差，吸引乡村实用专业人

才和高素质劳动力回流的资本不足，对外影响力不大，人才留不住，难引进，

导致乡村出现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8］，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乡村产业的发展。

3.3  自我认知不足品牌意识淡薄

品牌是一种产品标志，可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从而提高产品的溢出效应

（Spillover Effect）。就龙田村目前情况而言，资金不足和人才流失带来的不仅

是产业发展的受限，还影响产品自主品牌的创建。因为龙田村现有的产业规模小，

或者还处在起步草创阶段，对品牌的自我认知不足，创建意识不强，往往只关

注暂时的经济收益，不注重提升品牌的创建能力，从而使龙田村许多特色产品

在市场中的辨识度和认可度低，自我生存能力差，市场竞争力弱，产品销售对

帮扶企业的依赖性过高，不利于乡村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旦帮扶企业的

产品销售环节出现严重问题，可能会给龙田村的特色产业发展带来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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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毁灭性的影响。另一方面，龙田村的自我宣传能力不足，产品推介意识淡薄。

宣传是一种产业发展策略和手段，好的宣传有利于产品倾销、产业链的扩展和

升级，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农业产业的市场联动和优势互补，推进农业

产业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9］。比如，龙田村在销售小谷鸡、蘑菇等农产品时，

并未明确说明其营养价值与同类产品的区别，因此，一般人不清楚其内在价值，

从而无法有效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此外，龙田村对当地特色产品的宣传重

视不够，缺乏有效的营销手段和营销人才，没有合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网

上宣传，多为线下购买人员助力推广，村内群众自我推销，效率低，效果差。

3.4  定位不够精准路径不够明晰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涉及诸多方面，如何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是必须考虑的问

题。龙田村地处桂西北大石山区，山多地少，交通条件相对较差，经济文化不发达，

青壮年劳动力不足，中老年留守人员居多，现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引进外资兴建，

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公司 + 基地 + 贫困户的模式进行粗放经营，产业规模小，

产品附加值低，销售完全依赖企业，村民参与率低，对市场环境的瞬息变化不敏感，

因此不利于合理定位产品销售的目标群体和区域，也不利于乡村产业的长远发展。

其次，旅游产业发展的目标不明确，存在盲目跟风现象，没有准确把握乡村产业

特色发展的内涵，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特点及独特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发

展具有桂西北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产业，助力产业振兴和乡村发展。此外，龙田

村缺乏科学的远景规划，对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还不够清晰，实现路径

不明确，其他支撑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4  龙田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对策

4.1  加强基础建设，改善发展条件

龙田村位于大石山区，位置偏远，交通、医疗、卫生以及教育等方面发展

相对滞后，这是制约龙田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

当地政府应向农村地区适当倾斜，这也是实施我国乡村振兴计划的一项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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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0］。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对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发挥强有力的推动和支

撑作用，因此，建立和健全龙田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保障机制，可为龙

田村特色产业发展夯实坚实的物质基础。

4.2  加强教育培训，储备适用人才

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扎根乡村的适用人才。因此，龙田村在未来

特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着力解决人才空缺问题。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大批农村青年被城市所吸纳，龙田村的留守农民大多年龄偏大，受教

育程度偏低，因此，提高留守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重中

之重。首先，应针对龙田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实际，加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为

特色产业发展储备大量的专业人才［11］；其次，可以采取劳动力返乡优惠政策，

鼓励外出人员返乡创业，从事特色产业生产经营活动，制定吸引外来人才入驻

龙田村的有关措施，并在住房、医疗、工资等方面给予外来人才适当的福利保障；

此外，鼓励当地的高校毕业生回乡发展，提供较有吸引力的福利政策和发展机遇，

借助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力量，实现龙田村特色产业又好又快发展［12］。

4.3  加强横向联合，共谋发展大计

加强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乡村振兴的对接，可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因此，龙田村应通过各种途径，以合作基地、

实训基地、产品研发、科技扶贫等多种形式，积极寻找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横

向合作，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智力资源、人才培训、科技成果转化、品

牌宣传、营销策划、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优势，助推龙田特色产业发展；同时，

高校与农村合作，也可为相关专业的师生提供更加真实的实践实训环境，进一

步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增强服务意识，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培植爱国情怀。

4.4  加强对外宣传，实施品牌战略

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需要加大对自身特色产品开发和品牌宣传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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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田村可以继续打造“人敢拼命，山河听令”的龙田精神文化品牌，通过新闻媒体、

微博、抖音等平台，打响特色产业的名号，努力打造具有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的优秀品牌，提高龙田村特色产业的知名度，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13］。

为了更好地实施品牌营销战略，政府应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提供

良好的外部环境。借助各方的力量，龙田村应进一步拓展特色产品流通市场，

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可以采取线上线下双向联合的销售方式，或者采用“互

联网 +”的销售模式，依托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进行销售，挑选合适的本土形

象代表作为品牌代言人，以主播等形式进行产品宣传销售，不断提升龙田特色

产业和特色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4.5  加强结构调整，促进产业集群

龙田村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必须把农村特色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工作的着

力点，尤其是龙田村特色产业结构的品质结构、品种结构和分布区域，品质结

构的调整主要放在产业的质量上，要坚持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品种结构的调整主要放在产业的用地面积和投资上，在促进特色产业发展的同

时，实现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分布区域的调整主要放在特色产业生产基地建

设上，积极扩大特色产业的规模［14］。根据当前龙田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现状，应

制定对应的产业发展措施，鼓励和引导龙田村延伸目前已形成的产业链，推进

特色产业向集群化方向发展，以此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

4.6  加强村干培训，提升素质能力

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因此，应切实加强

乡村基层管理干部队伍的业务学习和综合能力培训，着力打造精诚团结和能战

斗的领导班子，充分发挥他们在基层事务管理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中的核心作

用，引领乡村健康发展。根据龙田村的实际，现阶段可购买必要的设备，积极

开展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操作技能培训、绿色证书培训、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等，

逐步提升村干部的学历层次和管理能力［15］。此外，还可以有计划地组织村干部

到先进发达地区参观考察和交流学习，提高其对国家三农政策的领悟力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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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动担当作为，勇于探索创新，促进龙田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

4.7  加强传统教育，提振龙田精神

人心齐，泰山移。过去，龙田人曾以“人敢拼命，山河听令”的坚强意志，

展示了昔日的荣光，为年轻人树立了一面精神丰碑，成为激励后人努力拼搏、

艰苦创业的强大精神力量［3］。如今，龙田村在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实现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过程中，应当继续传承“龙田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遵循山水林田湖草共同体理念，不断开拓创新，谱写创业

新篇章。

4.8  加强引才力度，完善激励机制

人力资源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因此，应积极寻找产业发展的可

用之才，树立爱才和用才的新理念，加强人才引进和稳定工作。目前，龙田村

的优秀人力资源不足，社会竞争力弱，现有条件对高素质实用人才的吸引力不强，

所以，在努力改善基础条件的同时，应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完善吸引人才的

政策措施，鼓励外地人才到龙田就业创业，同时，号召本土人才回乡建功立业［17］，

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温馨的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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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the Dashi mountainous area in northwestern 

Guangxi, to promot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o enter a 

well-off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country.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s, 

questionnair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isting problem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related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n Longtian village, Bama county 

we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n Longtian were put 

forward in response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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