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6卷    第2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Vol.36   No.2 

2019 年 6 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un.2019 

[投稿日期]2019-03-11 
[基金项目]河北省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软科学研究专项（编号：18457508D） 
[作者简介]李文华(1967-),女，河北永年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文化与经济发展。 

河北省美丽乡村产业形态优化构建探略 
李文华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产业发展是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更是乡村振兴的推动力。顺应新形势要求，深

入探讨美丽乡村建设中产业形态的优化构建，对于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理论和

现实的意义。文章着眼于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探讨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中产业形态优化构建

的路径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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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有 48606 个行政村，5660 万农村人口,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启动建设了 1.7 万个省级美丽乡

村重点村，37 个省级重点片区和一大批美丽乡村精

品村
[1]
。探索了文化传承型、特色生态旅游型、特色

小镇型等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打造了一批美丽乡村

休闲旅游线路。一大批乡村生态园区、现代农业园

区、农村工业园区展现在河北农村大地。2016 年河

北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的意见》，指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基本实现美丽乡村全覆盖。 

美丽乡村建设使农村面貌日新月异，乡村旅游

业和各种农业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科研团体等各类新型经营

主体投资兴业、创业创新，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繁荣注入前所未有的新动能。农村的产业形态

由传统的种植业逐渐转向以特色资源或特色种植业

为基础，以旅游观光、住宿餐饮、民俗文化体验、

农副产品加工等配套服务业和农业企业、农业科创

企业等各种经营主体整合发展为支撑的产业形态。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三产联动的的乡村特色产业体

系逐步构建。农业产业在供求结构、产品要素配置、

产业体系等方面表现出与传统农业不同的形态特色。 

另一方面，由于河北省农村地域差异较大，基

础环境不同，导致各地发展水平总体不平衡，美丽

乡村建设在发展上存在差异。缺少产业支撑的乡村，

收入增长乏力，农民参与度有待提高。分析其中原

因，一是产业规划不足，空间布局与产业发展不协

调。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有些乡村规划设计重心在

村容村貌、地域特色、乡村环境等规划布置上。对

乡村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条件分析等方

面研究和调查不够深入细致，对乡村产业出路考虑

不足。因此，乡村发展规划应多方征询村民意见，

分析研究产业发展出路，使乡村发展规划与产业规

划，乡村空间布局协调一致，相辅相成，使百姓既

安居又乐业，享受美好生活。二是产业模式单一。

近几年，利用山水、田园、人文等资源优势发展起

来的乡村旅游业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

一些乡村局限于乡村自身禀赋，没能拓展更广阔的

产业空间，停留在作坊式的农家乐水平。三是支柱

产业核心竞争力不突出，产业化水平低。在美丽乡

村建设中，各地根据生态资源特色，农业发展差异

等进行了农业功能布局。但由于基础条件薄弱，科

技含量低，产业发展中缺乏强劲的龙头企业带动，

支柱产业优势不突出，经济效益不明显。四是思想

保守，市场经营观念不强。有些地方的农户受传统

种植习惯的影响，还停留在传统种植业发展阶段，认

为种粮食最可靠，担心调整种植结构会有市场风险。

因此，在传统农业种植区，村民需要解放思想，勇于

尝试，开创农村产业结构新格局。 

一、美丽乡村建设与产业发展统筹规划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升级，农村产业形态

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
。电商、

物流、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服务等农村新兴

产业不断涌现。面对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新型农村, 

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尤为重要。建立健全农民增收

的长效机制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迫切要求。这就要

求在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中应将产业发展作为村庄规

划的核心内容之一，从整体观念出发，使乡村空间

布局、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彼此依存、相辅相成，

相互助益。 

通过对农村产业发展情况的调查和梳理，统筹

规划美丽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蓝图。在空间布局上，

合理布局产业生产区、加工区、配套功能区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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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区，通过点、线、面的合理设计，达到宜居宜

业的效果。如以旅游产业为主，应以合理的空间布

局结构为切入点，因地制宜，盘活现有的山、水、

林、田等旅游资源，对现有的村落、道路和农房等

空间布局点衔接组合，完善游览路线，形成架构合

理的旅游空间布局，发展旅游产业；以种植养殖为

主要产业支撑的乡村，应重视种养殖产业的空间规

模和特性研究，在基地建设、资金、人才、科技、

信息、管理等要素方面合理配置，以达到各方共同

协调运作，合力开展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从

而提供高效优质农产品；对于具有地理标志的地域

性产品，要在空间布置上形成一定规模，打造品牌，

成为美丽乡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优化产业链生态，增强支柱产业核心竞争力 

（一）优化支柱产业的产业链生态 

支柱产业是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

要确保支柱产业的健康成长，增强支柱产业核心竞

争力，优化支柱产业的产业链生态是关键。 

支柱产业的上下游端及各环节的健康与否，直

接影响产业的发展状况。全面考察影响支柱产业升

级的因素，优化产业链生态，才能保证支柱产业茁

壮成长。选择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如具有

资源禀赋优势或比较成本优势的产业，优化要素配

置，在区位划定、交通便利性、政策支持、公共服

务设施条件等方面提供优化管理，优化产业链生态。

在生产和贸易分工上，提升支柱产业在生产、加工、

市场各环节的生态质量，增强支柱产业核心竞争力。

比如乡村旅游产业, 通过专业的规划与设计，可以

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或与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

企业，设计合理的运营模式，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

和精品线路，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和产品，用优质服

务更好地满足旅游者的核心需求。更应放眼国际乡

村旅游的发展趋势，提升乡村旅游的层次和品质，

在空间、生产、文化、生态各环节充分展现乡村旅

游的独特功能和属性，增强乡村旅游市场竞争力，

使乡村旅游业在优良的生态环境中持续良性发展。

在农业生产发面，树立品牌意识，不断提高农产品

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能力，以科技成果和体制机制创

新为动力，实现标准化、集约化生产，建立企业稳

定的原料基地。积极培育发展一批技术先进、优势

明显、核心竞争力强，能带动产业快速发展的重点骨

干企业，优化农业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的管理经

营模式，化解市场风险，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实现现

代化营销。通过优化产业链生态，使乡村支柱产业走

上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产业发展之路。 

（二）科技创新增强支柱产业核心竞争力 

在现代社会，农业全产业链的发展离不开科技

创新。农业科技基础前沿研究，提升了原始创新能

力。各种新型、实用、高效的农业机械化装备不断

推陈出新，为农业生产的大幅提升做出贡献。生物

科技为农业的高效增收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手段，如

先进的育种技术，高效无害的农药，肥料的生产等。

科学的耕作以及施肥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产

量和品质
[3]
。农村数字化建设，对于土地、农作物、

牲畜等生产要素进行精准分析，最大限度地发挥各

类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率。农村的信息化还使许多

农业人口转移出来，从事信息收集、加工和处理等

工作，农民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随时随地了

解各种供应与销售信息，能以订单销售形式，供应

和销售农副产品。所以，积极开展产业技术研发，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完善符合农业科技创新规律的

基础研究，是增强农村产业核心竞争力，增加农民

收入，从根本上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保证。 

三、新兴产业融合互动，形成多点支撑的新型

业态格局 

美丽乡村建设不但催生了农业新格局，还带动

发展了农商直供、个人定制、供销、电商、物流等

农村商贸新业态。从产业形态交互作用的体系功能

看，各产业之间实现业态融合，协调发展，农村新

兴产业的兴起和融合发展，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社

会需求，形成多点支撑的新型业态格局。 

农产品产地预冷等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

设，完善了鲜活农产品直供直销体系。加工产业集

群建设，推进了传统主食工业化生产，方便食品、

休闲食品、速冻食品、药食同源食品竞相生产,实现

加工、经营、营销多点支撑，全环节升级，全链条

增值。电商产业园，农产品电商平台和乡村电商服

务站点，形成了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从村到乡镇

的物流体系建设,实现了后台产业的优化供给。在此

基础上通过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引导金融资源向

新兴产业配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和项目引进数目，

带动其他资源向新兴产业聚集，形成多点支撑的新

型业态格局。通过项目带动，聚集现代生产要素，

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工流通企业与电商企业

全面对接融合,推动线上线下互动发展。加强对外合

作，支持农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建立境外生产基

地和加工、仓储物流设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大企业大集团。产业融合，多点支撑，实现多元化增

收，让更多的农民从新型业态发展中获得更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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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农产品供需矛盾,实现产业形态的动

态构建 

农产品供给和需求，是影响市场变化的基本因

素。农产品生产周期相对较长，从生产到餐桌需要经

历种植、生长、收获、销售这条较长的产业链，而且

受季节、气温、地区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再加上农

产品需求的多样性和层次性的特点，所以，无论是农

产品总量还是具体产品的数量都具有不稳定性，容易

导致市场供求不平衡。长期以来，农产品供给总量不

足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增加产量是农业政策

的重心所在。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国农业产

量不断增加，农产品供需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

性矛盾，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为

此，需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调整农

村业态，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使农村产业形态呈现良

性动态构建，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

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

全力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国务院《“十三五”市场监

管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商标品牌战略，提高产品

服务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

转变”
[4]
目前,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和乡村

旅游品牌成为推进品牌强农的重要路径。品牌建设应

以技术、标准、质量、服务为核心，积极做好农产品

原产地、地理标志、质量认证以及一批名特优农产品

商标注册。不断完善科技支撑和制度体系，积极参与

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推进农产品认

证结果互认工作,促进自主品牌建设，着力提升优质

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能力。 

五、营造科学文明的乡村文化,推动产业与农

村社会的协调发展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人和社会的发展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优秀文化能够产生巨大的向心

力、推动力和凝聚力，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和战略意义上重视文化

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指出：“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

象，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乡村文化作为

我国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农村社

会和谐稳定,提高农民综合素质,转变落后观念,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

基础上，把乡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

激发村民克服困难，艰苦奋斗,追求美好生活的热

情。形成村风正、民风淳、人心齐、效益增的良好

局面和氛围，激励村民共建美好家园，共享美好生

活，从而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增强广大人

民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充分利用村广播、村务公开栏、文化墙等宣传

渠道，从农民群众思想实际出发，大力弘扬优秀传

统乡土文化，宣传优秀道德规范、文明礼仪，把优

秀道德规范落实到村规民约、家规家训中，维护农

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活动，建立村级科

技文化活动中心，使文化科学知识宣传常态化。通过

举办科普展览、科普讲座、科普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的

科普活动，满足农村群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开启崇

尚科学、反对迷信和抵制伪科学的氛围，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营造文明、健康、科学、祥

和的农村新气象。农村文化建设还应与新媒体技术相

结合，通过制作宣传反映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道

德、科学进步等先进事迹的作品，充实农民的文化生

活，让淳朴的民风、文明科学的文化氛围，助力农村

产业的发展，提升村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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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form of beautiful rural in Hebei province 
LI Wen-hua 

( School of Arts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the 

fundamental way for rur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situation, we should 

explore in depth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for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it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actice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explores the 

path and strategy of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for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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