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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产业振兴不仅能够提升农村经济的综合实力，还能有效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确保

村民长期稳定增收，实现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回

答了新时代为什么以及如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重中之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发

展目标，并在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

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这充

分肯定了“三农”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也成

为了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行动指南与思想武器。

全面脱贫之后，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指导“三农”工作的新规划，农民是乡村

的主人，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必须凝聚全体农民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通渭县

抢占“中国药都”的战略优势，中药材资源丰富，以金银花、黄芪为代表的中药

材产业占农民收入的 45%以上。借助东西部协作机遇，该产业发展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取得显著成果。但是在整个过程中，笔者发现

农民一直处于被动的，如果农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状态，那么这与

国家发展目标中的“人人治理，人人共享”的理念确实存在差距。因此，我们需

要深入研究如何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让农民从被动变为主动，积极参与到产业

的发展和治理中来。

本研究以产业发展为主线，从农民内生动力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农民在

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状况、面临的挑战出了一些对应的解决策略。本研究的主

要内容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借鉴国内外关于乡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

究涵盖了乡村经济、技术、模式等多个方面，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和

实证依据；第二部分，深化对乡村发展的理解以及农民内生动力对乡村发展的重

要性的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结合田野点概况，产

业在发展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大力支持，但农民市场意识薄弱；坚持多元

融合主体联农带农，但农民意识具有局限性；遵循国家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方

针，但其中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第四部分，针对以上现状，总结在产业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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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农民内生动力不足的表现及其成因，在产业发展中农民内生动力方面的问题

主要表现农民创新创业能力受限、农民缺乏多样性生产理念、农民有效合作和组

织形式的欠缺等方面，以及对出现具体问题展开主要的原因分析，主要是由于农

民缺乏创新创业的思维意识，农民的多元潜力未被充分挖掘，农民整体产业观念

意识的缺失等进行原因分析；第五部分，根据以上原因分析提出相应对策，通过

理论结合实践，加强政策导向；深耕乡村特色文化，赋能农民内在精神动力；以

农民为中心，提升村集体建设能力等具体措施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让农民在产

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主体作用，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支

持；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再次强调农民内生动力对于乡村发展的重要性，通过激

发农民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活力，确保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

地位得到充分体现，乡村振兴的成果才能够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关键词：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 农民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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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starting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rural economy, but also effectively solve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farmers, ensure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income increase of villagers,

and realize the beautiful vision of living and working in peace and

contentmen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omrade Xi Jinping

has answered why and how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called for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eport of the CPC to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ut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lways made solving problem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the top priority in the work of the

whole Party. In his 20th report of the Party, Comrade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further stressed at the 2022 Central Rural Work Conference:

" Without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there would be no whole modern

country, and withou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s not comprehensive."This fully affirms the important role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has also becom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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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to action and ideological weapon to open a new situ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fter the overal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become a new plan to guide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Farmers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main bod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must pool the strength of all farmers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Tongwei County occupies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of

"Pharmaceutical capital of China" and is rich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resources.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represented by

honeysuckle and astragalus accounts for more than 45% of farmers'

income. With the help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in the whole process, the author found that

farmers have been passive. If farmers have been in a passive stat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re is indeed a gap with the concept

of "everyone governs, everyone shares"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Therefore, we need to deeply study how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farmers, so that farmers from passive to active,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the industry.

This study tak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lin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endogenous power, it deeply discuss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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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som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strategi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study consists of six parts: Part 1,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on rural development,

These studies cover many aspects of rural economy, technology and

model, It provides a ric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basis for this

research; section tw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farmers' endogenous impetus to

rural development,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is research; part

three, Combined with the field point overview,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s market-oriented, With a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But the farmers' market awareness is weak; Adhere to the

diversified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But the farmer consciousness has

the limitations; Following the national policy of taking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highlighting its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degree of organization of farmers is low. The fourth part, in view of the

above present situation, summarized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farmers endogenous power performance and its cau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farmer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farmers lack of diversity production concept, farmers effective

cooperation and the lack of organization form, etc., and the main reason

analysis of specific problems, mainly due to the lack of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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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ial thinking consciousness, farmers diverse potential has not

been fully tap, farmers overall lack of industry consciousness reason

analysis;Part V,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ason analysis, we propose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By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Strengthen policy orientation; Deep cultivation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Enabling farmers' inner spiritual motivation; With farmers,

Enhance the ability of village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and other specific

measures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farmers, Let farmers play

a greater dominant role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vide a more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policy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Conclusion section, The whole text once again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farmers' endogenous impetus for rural development, By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the farmers, To inject lasting vitality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ensure that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farmers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fully reflected, The frui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benefit the vast masses of farmer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 Farmers'

endogenous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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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

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要求我们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产业发展不仅只是引导农

民参与，更重要的是要激活农民的内生动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要注重培

育农民的能动性和主体价值性，激活乡村农民的内生动力。农民内生动力的激发对于解

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通渭县立足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全县中药材全产业链产值达 20 亿元以上，中

医药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 29%，对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达 7.6%，以金银花、

黄芪为代表的中药材产业占农民收入的 45%以上。通渭县紧紧抓住定西市打造“中国药

都”的战略机遇，并充分利用东西部协作的契机，在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当地的脱贫攻坚成果，还为乡村振兴奠

定了坚实基础，对当地就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

业的发展具有深厚的研究潜力和重要价值。本研究采用理论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

深入剖析通渭县金银花、黄芪等中药材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这些产业发展与农民内生

动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本研究旨在揭示如何激发农民的内在动力，提升他们的参与度，

进而推动当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希望能够为类似地区提供可借

鉴的发展模式和策略，促进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本文以“三农”发展为背景展开研究，同时基于学理分析和实践考察的基础上，通

过产业发展赋能农民内生动力。

1.1.1 研究背景

通过中央一号文件映射“三农”研究。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尽管中央

一号文件在发展过程中因国家发展方针的调整而出现中断，但这并未动摇农业在国家发

展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国家已 25 次聚焦“三农问题”，彰显了农业、农村和农民

在国家战略中的关键作用，体现了国家对农村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战略眼光。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eqid=a7ca91320

0001de9000000036470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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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结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和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三农”的奋斗历程，透过“三农”本质与特征，深入分析在我

国农业基础不稳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回答了新

时代为什么以及如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发展目标，并在 2022 年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充分肯定了“三农”在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也成为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局面

的行动指南与思想武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振兴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不断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

题，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学界基于乡村产业振兴，从不同视角开展研究，研究成果显著，主要围绕在运用大

数据、互联网手段，围绕第三产业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与农户对

接的多方联动。但是研究大多集中于乡村振兴的技术、模式、联合主体的外援式发展，

以内生驱动的发展视角较少。因此，本文将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激发乡村主体——农民

的内生动力，更好的为乡村振兴培养积极的参与主体，同时也以有效的内生乡村动力助

力实现乡村振兴。本文将对甘肃省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进行考察，基于乡村产业受

众主体——农户，结合当地乡村产业发展历程，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同时激发农民主

体的内生动力。

本研究选择通渭县为田野点的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通渭县立足中药材资源优势，

抢抓定西“中国药都”的战略机遇，按照“育、种、管、产、加、销”一体化生产经营

思路，坚持把中药材产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果、优化生态环境的“黄金”产业，全域规划、

区域布局，全力打造“陇中百万亩生态产业示范区”，走出了一条产业振兴、群众增收

与环境改善相宜相长的新路子。其次，通渭县金银花产业借助“山海协作”机遇（东西

部协作机遇），已经发展了 10 年，这十年来，通渭县一跃成为西北最大的金银花种苗

研发培育基地、标准化种植基地、优质金银花产品生产和销售基地。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通渭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立足自身

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做实特色农业。最后，通渭县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药材品质佳，

品种资源丰富，拥有“金银花”“黄芪”“党参“柴胡”等多种药材，依托西北最大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产业振兴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研究——以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为例

3

金银花种苗研发培育基地、标准化种植基地、优质金银花产品生产和销售基地的这一优

势，辐射带动更多农户一起发展中药材产业，有效解决农户就业难题，成为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1.1.2 研究意义

本文选题在学理分析和实践考察的基础上，通过产业发展赋能农民内生动力的研究，

以产业振兴丰富了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内容，围绕农民主体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提供

了研究方法与思路，在产业发展下促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为当地的乡村社会发

展贡献出自己的学术研究。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借助中央一号文件看“三农问题”，在具体实例的调查研究下，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以产业发展为抓手，注重乡村治理从外在发展动力到注重农民“内

生发展动力”的研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讨论了农民与政府、企业之间在发展过程中

的关系，能够提出一个真实的乡村振兴实例，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通过查阅和分析国内外乡村发展的研究现状，了解到关于乡村发展的研究历史、发

展脉络和当前的研究热点，把握当前乡村发展的研究趋势与方向，为本篇论文的研究提

供方向和思路。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乡村振兴的研究，大多从乡村建设的角度切入，深入探讨了乡村发展

与建设的多个层面。这些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也为我们指出了乡村

振兴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乡村建设与发展作为长期受到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国外

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不仅涉及到了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

方面，还从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社区参与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些理论和方法对

于我们理解乡村振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西奥多·W·舒尔茨
①

关于引进先进技术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观点，在我国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我国，我

们需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的力度，推动农业技术的更新换代，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

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Hirschma 的“极化﹣涓滴效应”
②
理论在中国也

有很强的适用性。我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对乡村产生的极化效应确实存在，但与

此同时，通过政府的引导和市场的力量，城市资源和投资也可以向乡村流动，形成涓滴

①[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②Hirschman A.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City of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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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这要求我们在推动乡村振兴时，不仅要注重城市的发展，还要注重城乡之间的协

调发展，让城市的发展成果惠及乡村。Kawate 对日本农民在农村复兴中的作用的分析，

对我国也有很大的启示，在我国，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我们需要充分激发农民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农民的需

求和利益，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共享乡村振兴的成果。

Korsching 对外国乡村小镇发展模式的研究，对我国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我国，

我们也可以探索通过多社区协作的模式，推动乡村的振兴。这需要我们加强乡村社区之

间的合作，共享资源，共同发展，形成乡村发展的合力。Greene 强调政府在乡村振兴中

的重要作用，这对我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在我国，政府一直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推动

力量，通过制定政策、投入资金、引导社会资本等方式，推动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

等多方面的振兴。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强化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引导社

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进来。国外学者关于乡村发展形成了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对我的研

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缺乏直接的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在乡村振兴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在借

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乡村振兴策

略，从而推动乡村全面发展。

1.2.2 国内研究现状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

策。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中，产业振兴被置于首要地位。产业的发展对于农村经

济的持续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推动乡村产业的进步和升级，

可以促进农村的全面振兴。学界对乡村产业振兴有着丰富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振兴。孙久文和张翱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乡村建设：

意义、挑战与对策》中提出了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数据安全、农民数字化素养、

协同治理和数字化等风险，特此提出补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加强对农民数字素养

的培训、聚焦农村产业兴旺进行投资建设和注重发挥数字经济的普惠性促进农民参与市

场分工体系的对策措施。
①
范建华和邓子璇在《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复合语境、

实践逻辑与优化理路》中指出“技术理性发挥与文化使命担当的有效衔接、主观倾向性

①孙久文,张翱.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乡村建设：意义、挑战与对策[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0(01):12

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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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与真实乡村性认证的调试平衡、数字参与式赋权与主体内源式增能的双效统合、产

业成长需求与功能性政策供给的高度匹配。”
①
乡村产业发展需要与其他地区构建一定

的网络关系，以白沙县的茶叶产业为例，“以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为突破口，白沙县茶叶

系列产品成功进驻天猫、淘宝、京东、苏宁易购等主流电商销售平台，并在海岛生活、

南海网等微商城、微店进行销售，同时五里路、天香岩、碧沙鸥、哥侬等白沙县茶叶品

牌都纷纷开启淘宝企业店铺。”
②
大数据与智能化的引进作为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

抓手，且“需要对引进数字化、智慧化技术的体育旅游企业进行财税扶持，在技术引进

的 3～5年内给予税收豁免。”
③
而且“各职能部门前期投入大量行政体制内资源到“政

治挂帅”村庄，应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的资源追踪平台，动态追踪资源的去向，保障合

理使用资金。”
④

第二，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主要以第三产业为基础，融合其他产业共同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肖卫东在《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径》中指出其中以“推

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特色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构建‘县城—乡镇—村

庄’合理分工，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市场与政府更好的结合。”
⑤
提出文

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与机制，并提出通过政府的统筹战略部署，“村两委”的工

作管理和社会服务与企业的资源整合来加强多元主体融合；通过“文旅+”打造产业发

展新态势，创新文旅产品生产销售形式，加强多元产业融合的硬件设施来实现多元产业

融合；通过解决产业融合的僵化思维，完善乡村文旅市场运作机制，推动文旅产业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市场环境融合；通过构建文智慧服务平台，研发数字创意文旅产

品，实现乡村文旅数字化与智慧化管理实现现代科技融合来实现现代科技融合。通过体

育赋能乡村产业的价值、浙江经验、提出在宏观层面通过引统筹土地规划、保障生产要

素，合理规划村庄道路、房屋排水、卫生等基础布局，在原有基础上发展特色产业来建

设美丽乡村；以听取村民代表、乡贤意见，落实民主议事制度，实现乡村自治，加强乡

村法律作用实现法治，运用数字化转型实现乡村智治来落实乡村治理；以低贷款率鼓励

人们参与，运用合伙人模式，以众包，众筹等产业经营方式构建农村合作平台，以大数

①范建华,邓子璇.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复合语境、实践逻辑与优化理路[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3,(01):67-79.

②耿松涛,张伸阳.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3(01):61-69.

③谷佳奇,彭显明,梁强.体育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经验与保障措施——以浙江省为例[J].体育文化导刊,2022,(11):15

-21.

④张国磊,陈妙云.干部轮换、部门交替与乡村产业衔接困境——基于粤西 M县的调研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2):85-93.

⑤肖卫东.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径[J].理论学刊,2023,(01):11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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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智能化着手技术赋能的同时给予相关技术企业以财税扶持，以政府牵头，电商注资

的行业模式来激活市场主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现代

文化产业，数字文旅产业，其他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同时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制度

保障。通过高校、科研单位建设及教学、科研基地，文化单位及文化工作者助农，科技

手段提升乡村文化产业，市场、农民、政府多方联动引导乡村产业协调发展来建立城乡

文化产业融合制度；通过吸引社会人才进入乡村、培养技术人才，建立人才待遇保障制

度，来建立人才引进的培养制度；通过了解乡村文化遗产分布资源，合理规划传统空间

产业布局，开展地方党史、历史编纂工作来建立乡村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制度；

通过连结乡村文明建设与农耕文化，弘扬保护生态文化使得文化产业与乡村生态文明建

设相结合。通过基层党组织发展文化，使得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文化产业紧密结合，坚持

和发展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文化产业的领导。

第三，乡村产业多方联合。是指市场、政府、农户三方联动共同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张国磊，陈妙云在《干部轮换、部门交替与乡村产业衔接困境——基于粤西M县的调

研分析》中基于实地调研，提出化解乡村产业振兴的衔接困境的路劲，根据当地的文化

条件、区位优势、资源禀赋来进行项目精准定位，并规范驻村干部的选拔培训来实现事

前预警；通过完善产业化扶贫风险防范机制动态调整产业，加强各级驻村干部职责监督

来进行事中调控；通过合理规划行政体制内外资源，及时追踪、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保持

持续供给资源，实现多层级联动，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建立与农户的协作

关系实现事后防范。
①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既需要发挥市场作用，使农民在文化产业发

展中见实效、得实惠，激发农民及基层党组织的主动性；也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为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把脉定向。”
②
乡村产业发展应当通过政府牵头，吸引电商行业投资，

形成以电商为主的市场主体。
③
搭建农村合作平台，以众包、众创、众筹为合作经营方

式实现资金募集、资源整合。“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推动土地经营权

有序流转，在坚持家庭承包形式的基础上，创新专业大户经营、农场经营、集体经营、

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新实现形式，提高农村生产经营集约化、专

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④

①张国磊,陈妙云.干部轮换、部门交替与乡村产业衔接困境——基于粤西 M县的调研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2):85-93.

②时家贤,赵耀.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2,No.308(12):65-70.

③谷佳奇,彭显明,梁强.体育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经验与保障措施——以浙江省为例[J].体育文化导刊,2022,(11):15

-21.

④范建刚,赵志强.城乡融合发展视阈下的乡村产业振兴研究[J].农村经济,2023,(01):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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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学界基于乡村产业振兴，从不同视角开展研究，研究成果显著，主要围绕在

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手段，围绕第三产业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与

农户对接的多方联动。但是研究大多集中于乡村振兴的技术、模式、联合主体的外援式

发展，以内生驱动的发展视角较少。

因此，本文将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来激发乡村主体——农民的内生动力，更好的为乡

村治理培养积极的参与主体。本文将对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进行考察，基于乡村产

业发展主体——农户，结合当地乡村产业发展历程，深入探讨产业发展与农民之间的紧

密关联及相互影响。通渭县立足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以金银花、黄芪为代表的中药

材产业占农民收入的 45%以上。通渭县紧紧抓住定西市打造“中国药都”的战略机遇，

并充分利用东西部协作的契机，在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当地的脱贫攻坚成果，还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对

当地就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的发展具有深厚

的研究潜力和重要价值。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在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探讨当前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内生动

力方面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原因分析，为乡村发展如何发挥和提升农民主体性提供思路方

法，通过理论结合实践，以访谈法、观察法、实地参与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1.3.1 研究内容

本研究遵循问题导向，进行理论梳理，以理论联系实践的思路开展。“三农问题”

既关乎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又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与其主体——农民的

发展密切相关。本文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通过产业发展来带动农民的内生动力，揭示

农民主体性和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以“三农问题”

各个阶段的发展论述作为理论基础，分析在不同阶段中农民的现实样态，论证了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主体地位的凸显，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结

合田野点概况，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大力支持，但农民市场意识薄弱；

坚持多元融合主体联农带农，但农民意识具有局限性；遵循国家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

方针，但其中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针对以上现状，总结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内生动

力方面的问题及其成因，在产业发展中农民内生动力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农民创新创业

能力受限、农民缺乏多样性生产理念、农民有效合作和组织形式的欠缺等方面，以及对

出现具体问题展开主要的原因分析，主要是由于农民缺乏创新创业的思维意识，农民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产业振兴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研究——以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为例

8

多元潜力未被充分挖掘，农民整体产业观念意识的缺失等进行分析，最后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结合现实中存在的困境及原因，为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如何发挥和提升农民主体

性提供思路方法，通过理论结合实践，加强政策导向；深耕乡村特色文化，赋能农民内

在精神动力；以农民为中心，提升村集体建设能力等具体措施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以

此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要求，助力于乡村振兴

的全面实现。

1.3.2 研究方法

访谈法：2023 年 4 月至 5月，笔者先后赴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中草药相关企业，药

材种植基地进行了调研，了解企业运行，并与当地企业负责人进就产业结构、经济发展

水平等进行深入访谈，结合半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对村委负责人，乡村振兴期

间的驻村干部，书记，创收村民、本地村民等进行专访，从不同层面了解乡村产业振兴

对于农民生活发展的影响。

观察法：笔者在对企业进行亲身实地的了解中，通过录音、照相的方式记录产业的

发展动态，了解企业负责人对于产业发展的意向规划，在这个过程中仔细观察并做好记

录，问题研究获取所需资料。

实地参与法：笔者在企业运作中的亲眼所见、实际参与，及时了解第一手资料，跟

随农民采摘金银花、黄芪等，观察细节与过程，收集到研究者事前未想象到的问题资料。

1.4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本研究在乡村振兴的发展背景下，了解学界在乡村发展方面的实时动态，依托学界

研究内容，从而确定本篇研究的切入视角，以自己的研究视角理清文章脉络，分析写作

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1.4.1 研究重点与难点

本篇研究立足于东西部协作及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对该地区乡村治理进行研究，尤

其是关于农民内生动力的研究，探究通过产业的发展影响其农民生产生活的变化，以及

在此过程中产业是如何带动以及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致力于当地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

本篇研究探究产业发展背后农民的生产生活变化，了解企业与农户的关系，深入农

户家庭之中，了解农户经济收入，农户从不了解到参与种植生产的过程有什么变化以及

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在产业中的定位以及农民介入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参与的事项环节，例

如土地流转、天时工费、账本记录等等细节访问，以实际的调研访谈归纳分析当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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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1.4.2 研究创新点

本文的研究将聚焦于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在通渭县的金银花

和黄芪产业方面，该产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同时，我们将回

顾农民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注意到在产业振兴的背景下，关于农民内生动力的

研究相对较少。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当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存在一定

的缺失。因此，本文将选择通渭县作为研究田野点，以产业振兴为主要研究手段，研究

产业与农民之间的构建关系，深入探究农民的内生动力问题，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相应的解决措施。通过此次研究，我们期望能为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理

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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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产业发展不仅只是引导农民参与，更重要的是要激活农民的内生动力，中国式现代

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要注重培育农民的能动性和主体价值性，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两

者之间的研究需要详细追溯到对应的相关概念以及相关理论的界定。

2.1 基本概念

本文研究的是乡村产业振兴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因此需要解释其中与标题相关的主

要标志词语的相关概念。本节主要通过对产业、乡村产业振兴、农民内生动力这些主要

关键词做好词语阐释与界定。

2.1.1 产业

产业的概念是复杂且多变的，它的内涵会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产生

变化。这其中，除了物质生产部门，还涉及到了服务业、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等多个新

兴领域。此外，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政策法规等都是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全

球化和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推动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已经成为了各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课题。在经济学中，产业的概念被广泛应用，并且通常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以便

分析其结构、竞争状况和发展趋势，不仅包括生产部门，还包括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

多种因素，例如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政策法规等，均对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在经济

学中，产业的概念被提出，旨在阐释产业经济活动的规律和原理。

“中国将产业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为包括农、林、牧、

渔的农业。第二产业为包括自来水、电力和有关建筑各业的工业。第三产业分为包括饮

食、商业等的流通部门，包括金融、房地产和旅游等服务于生产生活的部门，包括教育、

卫生和社会福利等的能够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素质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等

的能够为社会公共提供服务的部门。产业可以根据不同目的，分为产业组织、产业联系

和产业结构三个层次。”
①

2.1.2 乡村产业振兴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目标，而其中又以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产业振

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确实起着统领作用。它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首要任务，对于推动乡

村的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产业振兴可以带动人才振兴，产业振兴可以促进文化振兴，

①陈婧楠. 乡村振兴背景下简阳市桃产业发展研究[D].重庆三峡学院,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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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产业振兴还有助于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和影响。它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首要任务之一，可以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的

支撑和保障。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需要始终把产业振兴放在重要位置，

积极推动乡村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继党的十九大报告之后，国家相后出台了关于乡村产业发展的文件。2018 年新华社

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意见中强调；“乡村振兴，产业

兴旺是重点。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产业振兴提出的另一个要

求是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9 年国家发布关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

指导意见》，意见中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

前提。乡村产业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是

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产业。”
②

2.1.3 农民内生动力

2018 年国家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把扶

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把救急纾困和内生脱贫结合起来，提升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

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③
2020 年习近平同志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座谈会上强调“总的要有利于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

有利于实施精准帮扶，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④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完善

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充分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⑤
农民内生动力

主要是对于农民主体身份的认同，“鉴于农民主体身份认同与农民内生动力的统一性，

将身份认同作为内生动力的研究参照。”
⑥
2023 年国家乡村振兴局第七部门印发《农民

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行）》中明确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乡村建设为农

民而建的要求，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过

程、全环节推动农民参与，使农民内生动力得到充分激发、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体现、主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s://www.gov.cn/zhengce/.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s://www.gov.cn/zhengce/.

③中共中央 国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mofcom.gov.cn).

④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 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汪洋主持

(mofcom.gov.cn).

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 求是网 (qstheory.cn).

⑥赵薇薇,马润凡.赋能与认同：乡村振兴中农民内生动力的实现机理[J].南方农机,2023,54(20):107-110.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805/20180502738498.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yqfkscbg/zybs/202003/20200302942943.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yqfkscbg/zybs/202003/20200302942943.shtml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2/21/c_11271221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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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强调要以农民为中心，尊重农民的主体性，体现了乡村发展过程

中农民内生动力的重要性。陶有祥，成婷认为“内生动力是指农民依靠自身力量、当地

条件,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关于内生动力的

相关问题，左婷和田甜借助空间理论分析了贫困与内生动力不足之间的原因。
①
关于内

生动力的激发，刘晓雯，李琪提出“内生动力的激发来自农民主动性意识和行为的双重

自主性觉醒。主体性内生动力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的主体视角需求为导向,外部力量

持续投入经济性、社会保障性、政治性助力,构成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建设体系。”
②

农民内生动力与产业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农民内生动力是产业振兴的重

要推动力量。首先，当农民具备强烈的内生动力时，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农业生产和

经营活动，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转型。

同时，他们也会更加关注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

从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其次，产业振兴也是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随着乡村

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提高，这将进一步激发他

们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和创造力。其次，产业的发展也会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

业机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回流乡村，形成良性循环。同时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多方参

与、共同治理，通过政府、村“两委”、村民、乡贤、行业带头人、社会组织等多方角

色的优势互补、功能互融，形成合力，推动乡村治理的深入开展，这种治理模式可以激

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和积极性，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他

们的内生动力。

因此，要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推进和持续发展，必须同时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和充分

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同时加强各方之间的协同合作，形

成合力，才能推动乡村治理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2.2 相关理论

本研究致力于深入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村发展思想，紧密结合中国

农村的实际情况，将这些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发展策略和实践行动。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

主义学者的理论，我们能够更好地指导农村实践，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

全面发展。同时，本研究也将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完善这些理论，以推动农村的持续发

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农村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

①左婷,田甜.脱贫动力与发展空间:空间理论视角下的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9(3):140-148.

②刘晓雯，李琪.乡村振兴主体性内生动力及其激发路径的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8):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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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指导，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村发展思想

工业革命的兴起，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

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

失了，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由于采用机器生产，工厂越来越多，它广泛地排挤了手

工工场和手工作坊，从而引起了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即在土地贵族之外，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势力

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而膨胀，逐渐战胜了封建势力，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逐渐觉

悟，为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地位，开始对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

大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时，对乡村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

思、恩格斯说到：“从爱尔兰到西里西亚，从安达西鲁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

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①
土地作为最大的自然资源，无疑

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基础，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

大土地所有制确实成为了剥削阶级对农民进行剥削的重要手段。恩格斯深刻洞察了这一

现象，他认为大土地占有制实质上是一种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而资本主义大

土地所有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农业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急转直下，农业由原先最重要的

社会产业沦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劳动部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

提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

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②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确起到了推动人类进步的作用，

尤其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他们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发，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提升，

进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无形的生产资料逐渐被

资产阶级把控，并转化为可变资本，进一步加剧了剥削，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乡村往往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资产阶级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如土地、技术和

市场，从乡村中榨取剩余价值，这种剥削不仅限制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乡村社

会的进步。乡村居民往往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劳作，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列宁说到：“贫困不堪的农民经济如果不加改变, 就谈不到如何巩固地建立社会主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84．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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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
①
列宁提出城市领导乡村，带动农村发展，他将城市视为汇聚各种优势资源

的核心地带，强调应充分利用城市在资源、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优势，优先推动城市

的发展。随后，通过城市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促进农村地区的进步。然而，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生活和发展始终受到残酷的剥削。资本主义通过不断牺牲农民的利

益，来推动其工商业的发展，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下，社会地位极度不平

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阻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需要

寻找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来保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权益，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平

等。“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
②
因此列

宁，指出只有“城乡的对立破坏了工农业间必要的适应和相互依存关系，因此随着资本

主义转化为更高的形态，这种对立及那个将会消失。”
③
唯有工人无产阶级携手农民，

共同组建工农联盟，坚定对抗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才有望摆脱世世代代所受的剥削与

束缚，迎来真正的解放与自由。列宁指出农民在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指出“只有农民

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
④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认识到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并高度重视农民在

农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他们认为，农民不仅是农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整个社

会变革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本文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主要的理论借鉴，本研究可以充分吸

收和借鉴这些思想，结合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运用到农村实践中，

同时在实践研究中也能够进一步得到验证，以此更好的推动农村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

面进步。

2.2.2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农村发展的重要论述

毛泽东同志始终秉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原则，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的态度，多次在农村进行考察，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到“农

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展现了他对农民以

及农村工作的重视程度，并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针。毛泽

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⑤
进一步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重视保护

农户的利益，“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

①《列宁全集》（第 3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8.

②《列宁选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7.

③《列宁全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5.

④《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1-552.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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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

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
①
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的文化教育问题。他指出：“我国有

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②
“过去打仗主要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

农民组织起来了，农业合作化了。因此,党在农民中的工作更重要了。”
③
“中国历来只

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

大多数是农民。”
④
“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

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⑤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

出:“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

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⑥
毛泽东认为，在农村土地改革后，

如果不加以改造，则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天地严重起来，为此，毛泽东提

出了组织以贫农为主体的农村合作社，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按劳分配的原则，以

巩固农村土改成果，满足贫困农民生活需要，引导他们走上集体化道路。总之，毛泽东

关于农村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农业是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基础上，继续深化了对农

业是基础地位的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房开始于农村，农村占有全国人口的 80%，明确提

出“农业是根本，要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常抓不懈”的思想，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基

础是放在农业上，首先解决吃和穿的问题。”
⑦
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农业发展的重要

性，他总结历史经验，强调在推进工业发展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农业的发展。他提出，

工业发展水平越高，越要重视农业，越要优先考虑农业的发展。这一思想为我国的城乡

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当今时代，我们依然

要深刻领会并贯彻这一思想，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大农业投入力度，推动农业

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为国

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邓小平同志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的构想是：“中国社会主义

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

①毛泽东.《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03:838.

②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9.

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9．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1．

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7．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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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坚持长期不变。第二个飞跃，

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

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①
邓小平同志强调农村发展的核心在于农民，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包产到户政策正是为了让广大农民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这一

政策的实施，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使得农民的

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因此，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

一项重大举措，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 12 次聚焦三农问题，即使在中间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国家

发展方针的变动而中断过，但这丝毫不影响农业发展处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三农”

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革命、建设和稳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措施，为我国的

农村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江泽民的领导下，党中央制定并实施了多个关于

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旨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农民

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同时，江泽民也强调了加强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致力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

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强调：“我国十一亿人口，八亿多在农村。农村稳定了，农民

安居乐业了，也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国家和社会全局的稳定。”
②
1990 年江泽民同志

在《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们需要从经济

上和政治上,从眼前和长远,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从农村工作和农业在现代化

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从把农业搞上去这个任务的极端艰巨性、复杂性等方面,来加深认

识农村工作和农业的重要性,继续努力打开农村工作和农业的新局面。”
③
党的十三届八

中全会上强调：“1993 年 10 月 18 日，江泽民在《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

题》中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

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
④
表明了“三

农问题”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积极意义。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又强调:“农

业基础是否巩固,农村经济是否繁荣,农民生活是否富裕,不仅关系农产品的有效供应，

而且关系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如果农业没有更大的发展,农村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5.

②《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qstheory.cn)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④共产党员网(12371.cn)

http://www.qstheory.cn/books/2019-07/31/c_1119486337_6.htm
https://fuwu.12371.cn/2012/09/25/ARTI13485666183757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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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能登上新的台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发展目标就不可能顺利实

现……全党同志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加强农业的深远意义。” 1998 年 10 月,党

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中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

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

度，必须长期坚持。发展农村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一项长期任务。”
①
2001 年，

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江泽民就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作重要指示》

中强调：“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的条件和环境。”
②

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形成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新局面。

胡锦涛同志则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提出要建立起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发展

的长效机制，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任务，并从 2004 年到 2011 年中央连续出

台了八个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的新思想和

新实践发展。2003 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

的意见》中指出“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党同

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重视严格保护耕地和保护、提

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始终重视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始终重视增加农民

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③2005 年 10 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

规划的建议》中写道：“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④2006

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

干意见》意见表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

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⑤
2007 年 10 月,胡锦涛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

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

①1998 年: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 (moa.gov.cn)

②中国政府网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br/> 江泽民就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作重要指示 (www.gov.cn)

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__中国政府网 (www.gov.cn)

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全文) (www.gov.cn)

⑤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moa.gov.cn)

https://www.moa.gov.cn/ztzl/xzgnylsn/gd/200909/t20090923_1356562.htm
https://www.gov.cn/test/2009-10/29/content_1451508.htm
https://www.moa.gov.cn/ztzl/yhwj/wjhg/201202/t20120214_24812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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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①②
2008 年十七届三中全会

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

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③

2.2.3 习近平关于农村发展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

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④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

作的重中之重。这是对“三农”问题历史地位的重申和强调，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

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考量。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农业农村发展的优先地位。早在

2012 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必须固本强基，始终

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

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统筹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着力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⑤
的表述。在 2013 年的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将‘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地

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领农村的发展政策不动摇。”
⑥
强调“要重视农村“三

留守”问题，搞好农村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

人关爱服务体系，坚持不懈推进扶贫开发，实行精准扶贫,要重视空心村问题，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⑦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中央城镇

化工作会议上又指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
⑧
2018

年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这是对农村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实践创新，也为新时代“三农”

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⑨
强调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因此，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

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 年 10 月 15日）.中国共产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②中国政府网胡锦涛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font> (www.gov.cn)

③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_中国人大网 (npc.gov.cn)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http://www.moa.gov.cn/ztzl/jj2020zyyhwj/yhwjhg/201401/t20140120_3742607.htm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http://www.moa.gov.cn/ztzl/nygzh2013/2013nian/201312/t20131225_3723651.htm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http://www.moa.gov.cn/ztzl/nygzh2013/2013nian/201312/t20131225_3723651.htm

⑧共产党员网 https://news.12371.cn/2013/12/15/ARTI1387057117696375.shtml

⑨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http://www.npc.gov.cn/zgrdw/npc/wbgwyz/content_16158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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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农业强国目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对乡村振兴全面性和

系统性的科学谋划和部署，体现了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刻理解和实践探索，为新时代“三

农”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和

幸福感，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2021 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是“三农”工作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一年，标志我国工农业发展有了较为显著的进步。面对困难严峻的国际形势

和疫情防控常态化所带来的风险挑战的同时，党中央始终将农业农村工作放在了更加重

要的位置上，并大力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在 2023 年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抓好防止返贫监测，落实帮扶措施，增强内

生动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

治理水平，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①
会议着重指出，我们必须深入学习和运用“千万工程”所蕴含的发展理念、高效的工

作方法和有力的推进机制。我们应紧密围绕农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实际问题，精准定位乡

村振兴的起点和关键所在，以提升工作的实际成效为目标，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深入开

展。

2.2.4 小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发展的思想确实博大精深，他们的观点不仅深刻揭示

了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提供了宝

贵的理论资源。他们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确指出，农业是人类

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农业不仅为农村提供物质保障，也是整个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

的基石，重视农业发展，提升农业生产力，是农村发展的首要任务。强调了农村发展要

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村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整

体发展紧密相连的。农村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的步调保持一致，既要满足农村自身的需

求，也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社

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和趋势，确保农村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农民是无产

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农民问题的解决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他们主张在

革命过程中要关注农民的利益和需求，通过土地改革等措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激发

农民的革命热情，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当前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村发展同样具有重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http://www.moa.gov.cn/ztzl/zyncgzh2023/zxdt_29606/202312/t20231221_6443189.

htm

http://www.moa.gov.cn/ztzl/zyncgzh2023/zxdt_29606/202312/t20231221_644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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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对农村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论述。毛泽东非常重视农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他提出了一系列关

于农村发展的理论，包括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等，旨在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

解放。邓小平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思想，强调了农业、农村、农民在国家发展中的重

要性，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村

发展的政策，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等，旨在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

农民收入的增加。江泽民提出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方针，强调了工业和城

市的支持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工业和城市的反哺和支持，才能实

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发展。胡锦涛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念，强调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他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提升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能力，加快发展智慧农业、绿色农业，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农村教育、医

疗等公共服务和保障，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为了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必须坚持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进一步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的成

果，加快构建农业强国。我们必须全面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振兴，

以全方位的方式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

通过追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以及习近平新时代关于农

村发展的思想可知农业农村发展一直被摆在重要的位置，以及强调农民对于农村发展的

重要性。农民内生动力是农村发展的基础，农民作为乡村发展的主体之一，他们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乡村治理的成效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农民具备强烈的内生动力

时，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乡村治理，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推动乡村治理的改进和

创新。这种内生动力可以来自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可以来自于他们对家

乡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 产业发展与农民内生动力的关系

对于农民而言，内生动力是指他们愿意参与农业生产和创新的动力和意愿，农民内

生动力直接影响着农业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金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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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产业的发展对农民内生动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影响。一方面，金银花、黄芪产业的

良好发展态势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增强

了他们的经济安全感。另一方面，农民在参与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农民不断学习新知识、

掌握新技能，提高了自身素质和能力。这种自我成长和进步的过程进一步增强了农民的

内生动力，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产业发展。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基于农民

主体的现实需要，我们选择以农民的内生动力为切入点，结合通渭县田野点展开研究。

该县立足中药材资源优势，以金银花、黄芪为代表的中药材产业占农民收入的 45%以上，

该县的以金银花、黄芪为代表的中药材产业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

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一成果充分说明了产业发展与农民内生动力的紧密联系，以及乡村

治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3.1 通渭县发展概况

通渭县地处甘肃省中部，在黄土高原地区，多为丘陵沟壑地带。现辖 18 个乡镇 332

个村。“2020 年整体脱贫摘帽，2021 年被列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①
“通渭县

位于甘肃中部，定西市东侧，介于东经 104°57′～105°38＇、北纬 34°55′～35°

29′之间，东西长 78 公里，南北长 64 公里，东南、南分别与秦安、甘谷县接壤，西南、

西分别与武山、陇西县相邻，西北、北、东北分别与安定区、会宁和静宁县毗邻，总面

积 2908.5 平方公里。”
②
“通渭县共辖 14 镇 4 乡，分别是：平襄镇、马营镇、鸡川镇、

榜罗镇、常家河镇、义岗镇、陇阳镇、陇山镇、陇川镇、碧玉镇、襄南镇、什川镇、华

岭镇、北城铺镇、新景乡、李店乡、三铺乡、寺子乡，通渭县政府位于平襄镇西街 64

号。”
③

“通渭县 2011 年被国家列入六盘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7 年被列为全省 23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④
“2020 年 11 月 21 日上午，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宣

布通渭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⑤
“宝兰客专通车运营、通渭跨入‘高铁时代’，通榜公

路建成通车，通定高速公路建设进展顺利，新改建农村公路 137 公里，硬化村组道路 484

公里，全县公路运营总里程达到 2445 公里，建制村全部通水泥（沥青）路，获评‘全

①通渭县人民政府通渭简介 http://tongwei.gov.cn/col/col6818/

②通渭县人民政府地理交通 http://tongwei.gov.cn/col/col6820/

③通渭县人民政府乡镇介绍 http://www.tongwei.gov.cn/col/col6826/index.html

④通渭县人民政府通渭简介 http://www.tongwei.gov.cn/col/col6818/index.html

⑤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镇原县等 8个县退出贫困县的通知 https://www.gansu.gov.cn/gsszf/c100054/202011/

272030.s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8%A5%84%E9%95%87/35682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8%90%A5%E9%95%87/694336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8%A1%E5%B7%9D%E9%95%87/802817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6%9C%E7%BD%97%E9%95%87/356823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B8%E5%AE%B6%E6%B2%B3%E9%95%87/1303383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89%E5%B2%97%E9%95%87/796707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7%E9%98%B3%E9%95%87/221097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7%E5%B1%B1%E9%95%87/2210995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7%E5%B7%9D%E9%95%87/2210995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2%A7%E7%8E%89%E9%95%87/649389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84%E5%8D%97%E9%95%87/2210876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80%E5%B7%9D%E9%95%87/221086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9F%8E%E9%93%BA%E9%95%87/221096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99%AF%E4%B9%A1/3814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BA%97%E4%B9%A1/55866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9%93%BA%E4%B9%A1/960836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A%E5%AD%90%E4%B9%A1/245496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D%E7%9B%98%E5%B1%B1/3142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B%E5%9B%B0%E5%8E%BF/108226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tongwei.gov.cn/col/col6818/
http://www.tongwei.gov.cn/col/col6818/index.html
https://www.gansu.gov.cn/gsszf/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产业振兴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研究——以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为例

22

省农村公路工作先进县’、‘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①
通渭县“拥有草畜、

玉米、马铃薯、中药材、小杂粮、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通渭县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书法之乡’、‘中华诗词之乡’、‘全国体育先进

县’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②

3.1.1 自然概况

通渭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有耕地面积 236.58 万亩（基本农田 201.4 万

亩），海拔 1410—2521 米，年均气温 7.5℃，年降水量 380 毫米左右。”
③
“冬季最低

气温一般在-20℃左右，夏季最高气温一般在 30℃左右，年温差较大。无霜期 147 天，

无霜期 120～170 天，日照时数 2100～2400 小时，年蒸发量 1500mm以上。境内沟壑纵横，

水土流失严重，以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
④

“通渭区域地质特征，既显示出地域分异性，南北不同，东西各异，又具有整体性，

缺失了中下古生界，应属于黄汲清教授划分的‘陇西地块’的核部，也属于李四光教授

确立的陇西旋卷构造的旋卷中心。依地层系统和地质特征而论，类似华北陆台，但又比

华北陆台的活动性较强，虽未发现喷出岩，却有较多的侵入岩。西接祁连山尾闾，南邻

秦岭地槽边缘，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虽未见到细碧岩和含岩屑的角斑岩之类的典型地槽

相沉积，却出现不稳定地区常见的基性、超基性侵入岩。故通渭区域地质特征，既非典

型的地台，也非活动性很强的地槽，而是在不同的地质发展阶段，受到相邻地质单元的

影响，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较强的活动性和地质复杂性。”
⑤

“通渭县属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壑区，多黄土梁、峁和河谷阶地。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海拔 1600 米～2200 米。地形以山地为主，山峦起伏，岭梁交错，沟谷纵横，川台

错落，复杂多样，分为西北高岭山区、中部梁赤沟壑区和东南低山河谷区 3个地形区。

通渭县为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6.6℃，冬季最低气温一般在-20℃

左右，夏季最高气温一般在 30℃左右，年温差较大。无霜期 147 天，无霜期 120～170

天，日照时数 2100～2430 小时，年降水量 380mm 左右，148 天，年蒸发量 1500mm 以上。

由于降雨量偏少，且多集中在夏秋两季，故春、149 天，夏多干早，夏、秋多暴雨和冰

雹。”
⑥

①通渭县人民政府地理交通 http://tongwei.gov.cn/col/col6820/

②定西市人民政府通渭县 http://www.dingxi.gov.cn/art/2022/5/11/art_50_9049.html

③通渭县人民政府通渭简介 http://www.tongwei.gov.cn/col/col6818/index.html

④通渭县人民政府地理交通 http://www.tongwei.gov.cn/col/col6820/

⑤通渭县地形地貌 https://www.xncsb.cn/baike/85267.htm

⑥李文.基于原型理论的通渭县乡土民居研究[D].兰州交通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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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县位于黄河上中游地区，境内河流全部属于黄河流域，分为渭河和祖历河两

个水系。有 195 条支沟和 1325 条毛沟。其中渭河水系包括散渡河、葫芦河两条河流，

水系面积为 2818.98 平方千米，占全县流域面积的 96.9%；祖厉河水系面积 88.92 平方

千米，占全县流域面积的 3.1%。全县河流主要为降水补给型河流，其特点是：枯季水

量小，流量较平稳；汛期水量大，流量变化大。年内变化特点为：汛期集中在 6至 9月，

暴雨洪水很集中，来势猛，历时短;峰高量小含沙量大。汛期最大 4个月(6 至 9 月)径流

量占全年径流的 62.4%，其中 7、8月占全年径流的 43%左右。”
①

正因为通渭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农民种植金银花、黄芪等中草药有着天然的优

势。通渭县地处甘肃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所产金银花具有两大优势，其一土壤优势：

因常年干旱少雨，历来种植作物农药化肥用量极少，土地无污染，通渭金银花经甘肃省

药品检验研究院检测，重金属含量只有《中国药典》要求的十分之一，农残均未检出。

其二气候优势：全县年均温度 7.7℃，昼夜温差极大，金银花生长周期长，形成了通渭

金银花药用有效成分绿原酸和木犀草苷的含量比《中国药典》规定的 1.5%和 0.05%高出

1～2倍。烘干后的干花经色选机后进行分级分类，其内在质量和外观品相全国领先。通

渭金银花品质远远高于其他主产区，已成为中国高端金银花最大种植基地
②
，该地区土

质疏松透气、土壤肥沃、水质较好，加上气候冷凉、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

黄芪的生长发育，出产的黄芪色鲜质优，是上等的中药材。
③

3.1.2 政策导向

通渭县立足县情，极力探求乡村产业振兴之路，草畜、林果、新能源、劳务等产业

迅猛发展，政府颁布一系列政策积极构建乡村产业体系，致力于打造安全高效的乡村产

业格局。

中共定西市委办公室、定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方案（2022-2025 年）》的通知，通知表示“通渭县工业集中区重点发展农副

产品加工、草畜产业和服装饰品加工产业，围绕综合实力、产城融合发展、工业集中度、

产业集群发展、招商引资、科技创新等方面，分产业、分批次打造代表性开发区……通

渭县工业集中区打造为农副产品加工产业省级代表性开发区。”
④
“以开发区为载体，

积极争取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建设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支持开发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①通渭县水文水利 https://www.xncsb.cn/baike/85267.htm

②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twqly.com/page/html/company.php

③中国甘肃网 http://gansu.gscn.com.cn/system/2023/04/12/012940703.shtml

④通渭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3/3/23/art_13

977_1634681.html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3/3/23/ar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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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加快提升产业承载能力。紧紧抓住……胶州·通渭东西部协作结对帮扶的大

好机会，积极参加并利用好“鲁企甘肃行”“青企定西行”“东西部协作—定西青岛政

企代表对接会”“青岛·定西东西部协作招商推介活动”等活动，加大企业引进力度。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推进金银花健康产业园等东西部协作项目建设进度，为带动定

西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①
通渭县金银花产业“以打造‘中国药都’为目标，坚持“绿

色、道地、生态、有机发展理念，以构建产业化生产体系为重点，以建设绿色标准化药

源基地为抓手，不断稳步扩大黄芪、金银花等道地中药材种植面积。全县种植中药材面

积达到 24 万亩，其中金银花 14 万亩、黄芪 10 万亩。全县中药材总产量达 7.3 万吨，

总产值达 9 亿元，其中金银花鲜花 3000 吨、产值 6 亿元，黄芪（鲜）4500 吨、产值 3

亿元，全县农民人均从中药材产业获得收入 2332 元。”
②
“依托川河经济产业发展，建

设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发展设施蔬菜，全县种植各类蔬菜面积达到 6.3 万亩，总产量达

到 9.12 万吨，总产值达到 1.81 亿元，全县菜农人均从蔬菜产业获得收入 613 元。以培

育家庭适度养殖规模为基础，以建设规模养殖场（小区）为重点，以培育现代化养殖龙

头企业为方向，全力推动畜牧业高质量追赶发展。全面推进光伏电站设施农业开发利用，

重点做好全县 9万千瓦村级光伏电站收益分配，实现 1.8 万户贫困户稳定增收。以东北

部山地优质果品产业园区和南部川谷区优质果品产业园区为重点区域持续把土地流转

作为提高耕地有效利用的重要途径，鼓励引导参与土地流转的新型经营主体达到150家、

涉及农户 7856 户，流转面积 10.29 万亩，流转费用每年亩均不低于 80 元左右。以龙头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为核心，采用代种代管、订单收购、入股分红、

务工就业等利益联结机制，带动 3万户农户发展产业。”
③

“2021 年，通渭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616263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 8.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18071 万元，增长 10.2%；第二产业增加值 75729

万元，增长 3.4%；第三产业增加值 422462 万元，增长 8.4%。”
④
“2022 年，全县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 67.3 亿元、增长 7.6%，固定资产投资 52.1 亿元、增长 24%，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5.6 亿元、增长 8.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 亿元、增长 11.6%，省外招商

引资到位资金 74.8 亿元、增长 117.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9260 元和

①通渭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3/3/23/art_13

977_1634681.html

②通渭县人民政府通渭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收措施 (tongwei.gov.cn)

③通渭县人民政府通渭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收措施(tongwei.gov.cn)

④通渭县人民政府通渭县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2/4/26/art_1

4061_1511527.html

http://tongwei.gov.cn/art/2022/11/19/art_14078_1600885.html
http://tongwei.gov.cn/art/2022/11/19/art_14078_1600885.html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2/4/26/ar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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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6.8 元、增长 4.4%和 6.4%。2023 年一季度，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4.9 亿元、增

长 6.3%，固定资产投资 5.5 亿元、增长 3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7 亿元、增长 5.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0.9亿元、增长13.1%，省外招商引资到位资金7.98亿元、增长311.3%，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173 元、2467 元，分别增长 4.1%、6.3%。”
①
通渭县政府大

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政府积极推动，以招商引资等有效手段促进该产业经济高效发展，

很好的实现带动贫困户脱贫，实现人均收入增长，积极构建乡村产业体系，打造安全高

效的乡村产业格局。

通渭县独有的自然环境与政府大力的支持鼓励下，赋予了通渭人民勤劳和智慧，不

但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底蕴，而且还极大的丰富了人文环境。

3.1.3 人文环境

通渭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为创作了丰富多样的书画艺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通渭县历史文化悠久，有“马家窑”、“齐家文化”遗址、“红色榜罗”文化。据历史

记载，“1935 年，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通渭时，在榜罗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榜

罗镇会议”，毛泽东同志曾在县城的文庙街小学首次朗诵了《七律·长征》，榜罗会议

革命遗址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列入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②
通渭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这里的人文历史悠久，艺术氛围浓厚，这

些因素共同造就了通渭独特的书画艺术之乡的地位，通渭县素来有着“中国书画艺术之

乡”的美誉，“家中无字画，不是通渭人。”通渭书画之风经久不衰。

宝兰高铁的开通确实为通渭地区带来了极大的交通便利，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的经

济发展和商业繁荣。陆老四物流园、亿联商贸城、悦心国际书画村、金银花健康产业园

等大型商业中心的建立，不仅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和

游客前来。这些商业中心和临街店铺所销售的通渭优质特产，如书画文创、飞天粉丝、

苦荞茶、小杂粮、金银花系列产品、麦杆画等，充分展示了通渭地区的文化特色和农业

优势。这些特产不仅满足了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也通过高铁等交通工具的销售渠道，走

出了通渭，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未来，随着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和通渭地区经济的持

续发展，相信通渭大商圈的繁荣程度将会进一步提升，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更多

活力。同时，也希望当地能够继续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产品质量，推动通渭特产走向更

广阔的市场，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网络营销空前活跃，寄递物流“电商+企业”“电商+

①通渭县人民政府经济发展 http://www.tongwei.gov.cn/col/col6822/index.html

②通渭县人民政府通渭简介 http://tongwei.gov.cn/col/col6818/

http://www.tongwei.gov.cn/col/col6822/index.html
http://tongwei.gov.cn/col/col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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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团队”“电商+个体户”的线上销售模式，将通渭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年一度

的“书画艺术节”向世人展示着通渭的无限风采，如“秦嘉徐淑纪念馆”夫妻诗人，悦

心国际书画村，南屏山生态公园，通渭南部金银花“百里长廊”，温泉度假村，牛谷河

20 里水岸农耕文化风景线。悦心温泉水世界，通渭美食城、“两管一中心一超市”(路

老四物流园农特产品直销馆、金银花健康产业园“甘味品牌体验馆，亿联商贸城电商服

务中心，悦心酒店印象通渭土特产超市）。通渭县完美融合了通渭美食、书画文化和民

俗风情，创造出优美和谐的人文环境。

3.1.4 协同促进产业发展

自然、政策和人文研究对于县城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三者各自以其独特

的方式，为县城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指导和动力。自然资源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县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直接决定了其资源禀赋和产业

发展方向，因此，对自然资源进行深入研究和合理利用，是县城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其次，政策研究对县城产业发展具有关键的引导作用，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发展政

策，为县城产业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有力的支持，政策可以引导资金、技术、人才

等要素向特定产业流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人文研究对于县城产业发展同样具

有重要意义，人文环境是产业发展的软实力，包括文化传承、社会风俗、人口结构等因

素，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着县城居民的消费习惯和需求结构，也影响着企业的投资决策和

经营模式。

总的看来，通渭县乡村振兴立足实际，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把发展产业作

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围绕牛、羊、果、蔬、薯、药六个产业，制定《通渭县精准扶

贫三年行动六大产业实施方案》，通渭县作为定西市“千年药乡”的重要组成部分，延

伸了中药材产业链条，促进了通渭中药材产业的快速蓬勃发展。同时，通渭县推动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在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几方面为产业

的发展保驾护航。人才振兴为产业振兴提供人才保障，通过培养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提

升农民的技能和素质，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文化振兴为产业振兴提供精神

支撑和文化底蕴，通过弘扬乡村文化、培育文明乡风，增强农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提

高他们对产业发展的认同和支持。生态振兴为产业振兴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绿色发展，打造宜居安业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和资源流入

乡村产业。组织振兴为产业振兴提供组织保障，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

治机制，提高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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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同理，产业振兴对其他方面的振兴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发展金银花、黄芪为代表的特色产业、壮大支柱产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方面的振兴。

3.2 产业发展概况

金银花、黄芪产业作为通渭县的支柱性产业，在整个中药材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

地位。通渭县种植该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通渭县因常年干旱少雨，历来种

植作物农药化肥用量极少，土地无污染，通渭金银花经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测，重

金属含量只有《中国药典》要求的十分之一，且农残均未检出。全县年均温度 7.7℃，

昼夜温差极大，金银花生长周期长，形成了通渭金银花药用有效成分绿原酸和木犀草苷

的含量比《中国药典》规定的 1.5%和 0.05%高出 1～2 倍。烘干后的干花经色选机后进

行分级分类，其内在质量和外观品相全国领先，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通渭金银花品质远远高于其他主产区，已成为中国高端金银花最大种植基地。”
①
通渭

县位于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气候冷凉，有种植黄芪的优越的自然条件，黄芪适合生在

土层深厚，含腐殖质，排水良好的微酸性沙瓤土中种植，通渭县位于甘肃省中部，气候

干旱，土地条件良好，是一个适宜黄芪种植的区域。

3.2.1 产业种植区域分布

通渭县金银花产业是基于东西部协作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2013 年招商引资落户定

西，开始在定西市 6县 1区不同海拔、不同气候环境的 43 个试点进行金银花示范种植，

历经 4年时间，在充分掌握了各种条件下金银花的试验、示范参数后，制定出了符合定

西市自然条件的种植方式和运作模式，于 2017 年开始在通渭县大面积推广种植。依托

于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现通县已成为全国第四大金银花生产区，

并且种植标准化、集约化、制干工业化在全国领先。“2017 年开始，通渭县引进‘北花

一号’，调运优质种苗 1122 万株，由试验田推广到大田种植，当年种植金银花 1.8 万

亩，现在全县金银花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12 万亩。”
②
从 2018 年开始，公司在通渭县襄

南镇、李店两个乡镇建立两个‘北花一号’金银花优质种苗繁育基地，年种苗繁育能力

达 2400 万株以上，年产值可达 7200 万元以上。其中李店乡李店村育苗基地占地面积 55

亩，共建设金银花种苗育苗大棚 60 余座，年种苗繁育能力 720 万株以上，产值达 2300

万元以上；襄南镇HST村育苗基地占地面积 71 亩，共建设金银花种苗育苗大棚 140 余座，

①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twqly.com/page/html/company.php

②中国县域经济报 http://cs.xyshjj.cn/newsepaper/detailzgxyjj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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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种苗繁育能力 1680 万株以上，产值达 4600 万元以上。同时，投资 3800 万元，在襄

南、平襄、三铺、榜罗、常河、碧玉、鸡川、新景、陇川、寺子、李店等 11 个乡镇建

成金银花烘干加工厂 11 个。目前配套加工设备 40 台套，年鲜花加工能力达到 2000 吨，

产值可达 6000 万元以上。今后随着全县金银花鲜花产量的增加，相应的增加加工配套

设备，提高加工能力。目前公司与广药集团等多家国内大中型企业签订了协议，建立长

效合作机制。同时通过不断努力争取将通渭县打造成全市金银花出口创汇基地。目前，

通渭县已成为西北最大的集种植、研发、销售为一体的金银花产区，同时也是中国第四

大金银花产区，为带动当地人口就业，农村经济收入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较于金银花产业，黄芪产业作为通渭县中药材发展的传统药材，种植历史悠久。

目前，全县黄芪种植面积保持在年均 10 万亩以上，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增收、实现乡村

振兴的“致富草”，该县采用标准化种植模式，与石家庄以岭药业合作建设了万亩黄芪

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当地政府也将黄芪产业作为农业提质增效、优化产业结构、加快

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通过充分发挥中药材种植基地和大户种植示范带动作用，以

点带面，不断扩大黄芪产业规模。

3.2.2 产业种植品种

从 2013 年开始，我县引进“九丰二号”、“北花一号”金银花种苗，在陇川、襄

南、李店、马营 4个乡镇试验示范种植 220 亩。2016 年通过分散和集中方式，扩大试种

“北花一号”金银花 400 余亩，在第三年进入盛花期后，每亩均收入 5000 元以上，经

检测绿原酸比标准值高 2 倍以上，木犀草苷比标准值高 20 倍以上。在适宜区试验种植

成功并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按照“选优品种、做强品质、全链窗”总体发展思

路。2017 年开始，通渭县引进“北花一号”，调运优质种苗 1122 万株，由试验田推广

到大田种植，当前种植金银花 1.8 万亩到现在全县金银花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10 万亩，

成为西北最大的金银花种苗研发培育基地、最大的金银花标准化种植基地和最大的优质

金银花产品生产和销售基地，金银花、黄芪产业发展“依托通渭县清凉沅、通广药材、

昌源药业、甘肃本草元等公司，在全县建立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 0.3 万亩。”
①
其

中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在常河、李店、榜罗等乡镇为核心的南部

园区率先发展，规划种植 3万；以平襄、襄南、碧玉、三铺、陇阳等乡镇为主的环县城

中部园区齐头并进，规划种植 5万亩（其中李店乡、襄南镇建设金银花育苗基地 2万亩)；

①通渭县人民政府三年倍增行动计划之现代种业篇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1/10/13/art_14078_14547

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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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子、陇川、鸡川、新景等东北部乡镇瞄准庭院经济，竞相发展，规划种植 2万亩。“北

花一号”花蕾期超长，采摘方便工效高。传统金银花进入大白期 2-3 天即开花，采摘时

间短，每人每天只能采摘鲜花 10 公斤左右。“北花 1 号”大白期花蕾长达 10-15 天不

开花，每人每天可采摘鲜花 30-40 公斤。金银花道地正品，有效成分含量高，经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DNA 条形码分子鉴定，属于《中国药典》规定的正品金银花，

经国家法定药品检验检测机构检测，绿原酸含量 3.60%，木犀草苷含量 0.103%，比传统

金银花品种高 6.7％和 77.8%，抗逆性强、直立性好、适应性广，而且“北花 1 号”金

银花既保留了传统品种的抗旱、耐寒、耐瘠薄、耐盐碱等优点，又具备主干直立性好，

易培育成树形的优点，方便了田间管理和鲜花采摘。

通渭县黄芪产业种植“依托通渭县清凉沅、通广药材、昌源药业、甘肃本草元等公

司。在全县建立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 0.3 万亩，通渭县通广药材有限责任公司在鸡

川、什川镇建立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 0.09 万亩，引进品种‘陇芩 1号’、‘西芪 1号’、

‘陇柴 1号’、‘渭党 2号’进行标准化育苗培养；通渭县昌源药业有限公司在陇阳镇

建设 0.02 万亩黄芪（陇芪 4 号）良种扩繁育种基地；甘肃本草元中药材有限公司在陇

川镇建设中药材良种田 0.06 万亩、种苗基地 0.1 万亩。以北苍术、金银花、牛蒡子、

欧李、桔梗等药食两用名贵中药材种子种苗引种驯化，构建以规模化发展、标准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为主的现代中药材产业体系，建成种质资源苗圃 10 亩。”
①
“陇阳镇通过引

进新型经营主体参与、邀请中药协会专家指导、选用国药种业优质‘国芪’系列黄芪种

子等方式，按照行业标准在镇区大面积推广种植黄芪。”
②
通渭黄芪因雨热同季，光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土壤清洁而品质特优，2023 年已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认证，经检测甲苷含量 0.11%、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含量 0.03%，高于《国家药典》

标准 2.8 倍、1.5 倍。

黄芪的品种很多，通渭县的土地条件适宜野生的野生种植，但是经济效益较低，因

此可以选择一些高产优质品种进行种植。目前，国内商家比较常用的品种有真黄芪、青

芪、高雄芪，其中真黄芪耐寒性较强，适应性广、产量高、品质优良，是种植黄芪的较

好选择。和当地人交流可知，他们把黄芪品种都统一称作“黄芪”，黄芪种植品种“黄

芪有高杆的，有中杆的，还有低杆的，大概就这三个品种，仔细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①通渭县人民政府三年倍增行动计划之现代种业篇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1/10/13/art_14078_14547

48.html

②通渭县人民政府通渭陇阳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3/7/18/art_2040_16651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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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3.2.3 产业产量

“金银花因其耐寒耐旱、药用成分高、经济效益好，是通渭县近十年培育的助农增

收主导产业。目前，全县金银花种植面积已达 15 万亩，其中盛花期面积达到 12 万亩，

带动全县 5.2 万户 20.3 万人增收。”
②
据当地种植基地的工作人员所说：“和其他产业

相比，金银花是收入最高的，长势一般的一亩也能卖三四千元。我感觉金银花在咱们干

旱地区种植最适合，收入也可以。”MAX 说：“金银花只要你摘了，就能卖成钱，地头

就有收花的，是见效最快的。”
③

目前，通渭县黄芪标准化种植面积保持在年均 10 万亩以上，产量达到 5万吨以上。

甘肃通广药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LXF 说到：“我们公司在第三铺镇建设了绿色标准化

黄芪种植基地 1万亩以上，与农户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我们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农民的

黄芪，黄芪种植户户均增收 6000 元以上。对收购来的黄芪鲜货，我们进行晒晾、分拣、

冲洗、烘干、切片等初加工，制作成中药材干货后提供给广州等外来合作企业。我们从

源头上保证黄芪的质量，从而保证我们的合作企业能生产出高质量的药品。”
④
“2023

年，通渭县完成黄芪种子、种苗扩繁基地建设 1 万亩，黄芪种植达 10 万亩，标准化种

植面积达到 4万亩。”
⑤
通渭县第三铺乡城湾村的农户 GJ 说道：“没有别的因素影响的

前提下，按我们家来说，瞎瞎（鼠类）不吃的话，种植黄芪亩产 900 到 1000 斤之间，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1斤黄芪鲜货 3.5 元的价格来说，一亩黄芪的收入在 3000 元左右，

比种庄稼的效益要高得多。”
⑥

3.2.4 产业模式

金银花产业的发展，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园区）＋种植户”的模式，

分园区打造金银花标准化种植基地，构建了四个体系：政府主导、龙头带动的组织体系。

引进龙头企业甘肃九间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注资入股成立清凉沅扶贫开发公司，规范

组建专业合作社 8家，建设烘干车间 11 家，建立了产业发展组织体系。资金投入、保

险保障的政策体系。四年来，共投入各类资金 2.3 亿元，其中投入财政资金 9961 万元，

发放金融贷款 3248 万元，吸纳社会资金 9191 万元；年申报办理金银花自然灾害和价格

①被访谈人：YYJ，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②通渭县人民政府 15 万亩金银花迎来采摘黄金期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3/6/29/art_2038_1661183.

html

③被访谈人：SGS，访谈地点：通渭县李家店乡清凉沅金银花种植基地，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12 日。

④被访谈人：YJY，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⑤通渭县人民政府黄芪田间管理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3/7/12/art_2038_1664070.html

⑥被访谈人：YJY，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3/6/29/art_2038_166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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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2.6 万亩，构建了良好的风险保障机制。技术培训、跟踪指导的服务体系。建立了

技术人员包区域，干部包地块的“双轨”责任制，将科技服务牢牢镶嵌到技术培训、整

地施肥、苗木调运、栽植管护、采摘、销售全过程，累计培训 652 期 7.3 万人次。产品

研发、市场营销的支撑体系。通过招商引资建设健康产业园，县政府与院校合作培育种

苗，与中医药企业合作，对接市场研发生产新产品，形成一体化发展链。

黄芪产业的发展主要通过两方面来进行。“一是推广“合作社+基地”种植模式，

对流转土地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示范基地 200 亩以上的合作社，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

补”的方式，按照 700 元/亩的标准一次性给予 200 亩的资金补助；二是推广“村集体

经济组织（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户”种植模式，由乡镇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采取“五统一”（统一供种、统一培训、统一栽植、统一管理、统一

收购）的方式带动农户种植，按照 700 元/亩的标准给予资金补助。目前，种植黄芪种

子田 1000 亩、种苗田 6775 亩、示范田 8.5 万亩（农户种植 5万亩、经营主体种植 3.5

万亩）。”
①
通渭县“主要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和“合作社+农

户”等模式，大力实施中药材产业（黄芪）种植工程。”
②

第三铺乡城湾村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引进通渭县馨园林

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依靠丰富的黄芪种植经验承包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和对“瞎瞎”（鼠

类）特性的了解,奖励农户捕捉“瞎瞎”，LZ 说道；“我们主要采是“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模式，我们家种植黄芪 140 亩，自己只有 20 几亩地，其他的都是租的别人的地.

给别人一亩 80 元租金，都是有熟地（旱地）也有荒地，荒地和熟地租赁价格差不多一

样，乡里乡亲的不好区别分开算。”
③
通渭县第三铺乡 DHS 说：“（带我们去田间）这

是我的一块地，我们家没有种黄芪，土地给老板承包了，他们把我们的地承包了开始种

黄芪，承包费，熟地多一点，荒地少一点。”
④
城湾村村民 GSL 说到“去年，政府给我

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免费发黄芪苗子，我总共种植黄芪种的不多，中了 7、8 亩，收入

了 7000 到 8000 块钱。”
⑤

综上，通过对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种植区域分布、种植品种、产量、产业模式

的详细分析，该产业对当地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以当地农民的生活变化为例，

金银花和黄芪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农户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带动了群众致富增收。通

①通渭县人民政府 http://tongwei.gov.cn/art/2022/6/28/art_14077_1553093.html

②通渭县人民政府 http://tongwei.gov.cn/art/2022/6/28/art_14077_1553093.html

③被访谈人：LZ，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日。

④被访谈人：DHS，访谈地点：第三铺乡，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⑤被访谈人：GSL，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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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参与金银花和黄芪的种植、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农户们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提高了生

活水平。此外，这些产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丰富了人们

的文化生活。总的来说，金银花和黄芪产业对当地的经济、生态和社会都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为当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国家对中医药产业的重视和支持，通渭县金

银花和黄芪产业有望在未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3.3 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内生动力方面的现状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

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①
在产业振兴的过程中注重农民内

生动力的建设，以此共同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产业的兴旺不仅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增长，更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

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从而激发了农民的内生动力。这种动力来源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他们渴望通过参与产业发展，改善生活条件，实现自我价值。而农民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则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因素。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主体，

农民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当他们被激发出内在的动力和热情时，就能够创造出更多

的产业价值，推动乡村产业的持续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为乡

村的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因此，产业振兴与农民内生动力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的，只有实现产业的兴旺发展，才能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而农民的内生

动力又是推动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只有充分发挥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才能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实现乡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中的提出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原则中

明确指出：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依托种养业、绿水青山、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等，

发展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乡村产业，更好彰显地域特色、承载乡村价值、体现乡土气

息。市场导向、政府支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活要素、市场

和各类经营主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形成以农民为主体、企业带动和社会参与相

结合的乡村产业发展格局。融合发展、联农带农。加快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建设，健全

利益联结机制，把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的二三产业尽量留在农村，把农业产业链的增

值收益、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农民。绿色引领、创新驱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严守耕地和生态保护红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

①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514/c40531-299856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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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技、业态和模式创新，提高乡村产业质量效益。”
①
本研究结合田野点概况，发

现当地金银花、黄芪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遵循国家在乡村产业振兴中所提及的其“以市

场导向、政府支持”为主要发展方向；具体以融合发展、联农带农”的健全多方联结机

制，多方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依托“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发展理念，发展适合具有

本土特色价值的产业；当地产业发展紧紧围绕中央文件关于产业振兴的要求，同时结合

田野点的农民内生动力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

3.3.1 市场导向、政府支持，但农民市场意识薄弱

在整个金银花、黄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依据市场行情规划种植，同时按照市

场价格进行交易，市场自发调节产业发展的同时，政府在背后大力支持。在黄芪种植项

目方面，政府安排资金 4001 万元，实施黄芪种植项目，其中黄芪种子繁育基地建设，

政府投资 256 万元，全县建设黄芪种子繁育基地 2560 亩，验收出苗率达到 50%的按相

对应的比例给予补贴，达不到 50%的不予补贴，补贴标准为 1000 元/亩；黄芪优质种苗

繁育基地建设，政府投资 406 万元，全县建设黄芪优质种苗繁育基地 8120 亩，验收出

苗率达到 50%的按相对应的比例给予补贴，达不到 50%的不予补贴，补贴标准为 500 元/

亩；黄芪种植基地建设（农户种植），政府投资 3339 万元，全县建设黄芪种植基农户

种植 66780 亩，验收出苗率达到 50%的按相对应的比例给予补贴，达不到 50%的不予补

贴，补贴标准为 500 元/亩。
②
在金银花产业种植项目中，政府安排资金 1441.8 万元，

实施金银花产业种植项目，其中金银花种植基地建设，投资 693.6 万元，在全县建设金

银花种植基地 5000 亩；各乡镇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级合作社)，采取“五统一”即

统一供种、统一培训、统一栽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方式，带动农户充分利用庄前

屋后发展庭院经济，在一般农田发展大田种植，按照每亩投入种苗 680 株、成本的 70%

给予补助；金银花基地提质增效，政府投资 418.2 万元，对全县金银花提质增效 5000

亩通过密植、移栽、修剪、除草、追肥等措施，对历年种植的金银花基地进行提质增效，

按照每亩投入 410 株、种苗成本的 70%给予补助；金银花标准化基地建设，政府投资 330

万元，在全县范围内建设 200 亩金银花标准化基地 11 个，每个乡镇配套辅助杆、化肥

和防草布，共 2200 亩，标贴标准为：金银花辅助杆 400 元/亩、化肥 100 元/亩、防草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

/2019-06/28/content_5404170.htm

②通渭县人民政府通渭县 2023 年第一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计划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

3/1/11/art_17469_1634132.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产业振兴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研究——以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为例

34

布 1000 元/亩。
①

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的发展对于当地农民有着非常大的助益。《通渭县 2023

年第一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计划表》中详细表述了 2023 年金银花、黄芪

产业种植项目的资金投入，以及收益村数，受益户数，受益人数。其中包括受益的脱贫

人口数、脱贫户数、脱贫村数。黄芪产业种植项目。受益村数包括脱贫村 198.00 个和

其他村 134 个。受益户数 8.3 万户包括脱贫户（含监测对）3.2 万户和其他农户 5万户。

受益人数 35.94 万人，包括脱贫人口数（含监测对）13.44 万人和其他人口数 22.5 万人；

金银花产业种植项目，受益村数包括脱贫村 138 个和其他村 88 个。受益户数 4.3536 万

户包括脱贫户（含监测对）2.0198 万户和其他农户 2.3338 万户。受益人数 19.9921 万

人，包括脱贫人口数（含监测对）6.9639 万人和其他人口数 13.0282 万人。同时也证明

了金银花、黄芪药材产业真真切切的能够带动农户增收，为农户带来了好处。给予农民

生产给与了很大的信心与动力，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为当地经济发展提

供市场活力和可持续动力，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的内在动力，提升他们的参与度，进而推

动当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当地产业发展紧跟国家发展要求，以市场为导向，政府积极支持，在农村产业发展

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大力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尽管市场导向是产业发展的

核心，但农民可能由于信息闭塞、技能缺乏等原因，无法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动态和

消费者需求，导致生产与市场脱节，而且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农民往往难以应对；还有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民可能会形成对政府支持产生过度的

依赖，缺乏自主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心态会导致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缺乏应有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影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3.2 融合发展、联农带农，但农民意识具有局限性

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的发展模式是以“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开展，

在整个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农民多元主体参与，共同协作推动产业发展。首先，

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作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有时候会有销售会、展

览会，我们是直接拿产品去展出。”
②
“像什么场地费用、宣传费用，什么的，但是我

们公司产品研发才出来，这个才开始销售，电商这些的，政府肯定是支持的，兰洽会、

展销会我们都参加，政府鼓励企业参加。金银花节就是政府主办的，借助了我们的场地，

①通渭县人民政府通渭县 2023 年第一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计划 http://www.tongwei.gov.cn/art/202

3/1/11/art_17469_1634132.html

②被访谈人：LXH，访谈地点：通渭县通广药材有限责任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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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邀请的人员就是政府部门的就是他们邀请的，企业这方面的人员就由我们邀请，我

们确定邀请对象后给他们报备，由政府统一发邀请函，政府统一接待。”
①
通渭县政府

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引导和扶持作用，通过制定产业规划和政策，为通渭县金银花、黄

芪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通渭县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村党支

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简称村两委）的引领支持下，金银花、黄芪产业种植以“企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开展，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寻求村级发展路径，

促进创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吸收基地周边贫困人员入基地就业务工，通

过金银花、黄芪产业的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其次，企业则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和效

益，积极开拓市场。在产品质量检测方面，“企业在产品质量检测方面很重视，一个是

委托检测，另一个是自主检测。委托检测就是委托第三方，例如陇西本草，甘肃出口检

验检疫局等检测机构。”
②
“药材含量检测这一块，第三方检测机构，自己检测的话没

有资质，没有权威性，交给第三方的话他们有那个检测的资质，有权威性，比如《甘肃

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③
此外企业的科研机构则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保障，

开展种植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提高产业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我们研发合作有时

候借助高校，各种项目，这时候就会有资金，我们和兰大，北京中医药大学，还有中国

农科院，甘肃农科院、甘肃农业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兰理工我们都有合作，针对某

一个项目或是技术，开展合作。”
④
最后，农民组织在产业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通过与政府和企业合作，积极推进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发展。在调研过程中，

相较于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发现确实金银花、黄芪产业的种植给农户带来了收益。我

们一行人去金银花基地调研的时候正好碰见基地的工作人员，WXD 说到：“我主要是育

苗浇水的工作，一般就是在村里面的农村妇女，浇水的话基本就是我一个人，像插苗、

出苗就叫村里面还有外地的人都有，来打工的。”
⑤

政府、企业、农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产业发展。“如果政府有什么项目需要招标，

然后我们进行投标，中标之后我们就把这个项目拉到我们这儿了，如果一个项目承包下

来，在农村种植的话，首先是乡镇对接，然后就是村集体对接，由村集体统一组织农户，

进行土地流转，由村集体按照多少亩地，进行流转。我们清凉沅有 4、5 个合作社，一

般正常是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这种合作模式。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合作社。李店乡

①被访谈人：XP，访谈地点：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4日。

②被访谈人：LXH，访谈地点：通渭县通广药材有限责任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4 日。

③被访谈人：CXS，访谈地点：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4 日。

④被访谈人：XP，访谈地点：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4日。

⑤被访谈人：WXD，访谈地点：襄南镇黑石头村育苗基地，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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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基地有驻守的人员管理。”
①
这种协同模式激发了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热情和动力。

在政府、企业和农民组织的共同推动下，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当地农民增收的亮点，为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政府、企业和农民

之间的互动在乡村振兴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政府下达相关政策后，企业会根据政

策的指引和自身的业务发展计划采取相应的行动，而农民则会根据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

活动调整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农业补贴政策为例，通渭县政府会在年初或年中发

布相关的补贴政策，如种植养殖加工补贴、农业项目补贴等。企业会根据这些政策调整

自己的投资和生产计划，例如申请相关的补贴项目，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等。而农

民则会根据政府的补贴政策和企业的活动，调整自己的种植和养殖计划，以提高生产效

益和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

当地产业发展紧跟国家方针，以多元主体融合发展联农带农，但是农民在整个过程

中部分农民过度依赖政府或企业的扶持，缺乏自主发展的动力和意愿，形成“等靠要”

的消极心态。一旦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发生变动，就会对农民带来非常大的损失。例如在

调研过程中，发现不管是种植金银花还是黄芪，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最大。 “黄芪每

年都能卖掉，老板就收走了，收的时候黄芪每年价格都不一样，去年大概 3.5 元一斤，

应该价格波动不大，大概在 2、3元之间。”
②
今年相较于去年，今年由于天气干旱，降

水少，病虫害，金银花、黄芪的产量不高，当农民种植遇上灾情等不可控的因素后，农

民情绪低落，生产积极性不高，对今后的产业种植丧失信心。金银花和黄芪作为通渭县

的主要农作物之一，农民群众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其种植，该产业产量的减少直接关

系到他们的收入状况和生活质量，给农民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再加上农民对于传统

生产方式的守旧，使得部分农民难以接受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经营理念，这种小农意识

可能阻碍农民对新技术、新方法的接受和应用，影响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3.3.3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但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

通渭县立足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全县中药材全产业链产值达 20 亿元以上，中

医药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 29%，对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达 7.6%，以金银花、

黄芪为代表的中药材产业占农民收入的 45%以上。通渭县金银花和黄芪产业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是当地农业发展的重要亮点。金银花作为一种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疏散

风热的功效，在中医药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通渭县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①被访谈人：CXS，访谈地点：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4 日。

②被访谈人：GSL，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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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大力发展金银花种植产业。当地政府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和市场推广等措施，

引导农民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种植技术，推动金银花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等功效，被广泛应用于感冒、咳嗽等病症的治疗；而黄

芪则具有补气固表、利尿托毒等作用，深受消费者青睐。通渭县紧紧抓住定西市打造“中

国药都”的战略机遇，并充分利用东西部协作的契机，在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当地的脱贫攻坚成果，还为乡村振

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当地就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当地农民的就业起到了

很好的帮扶作用，当前种植金银花 1.8 万亩到现在全县金银花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10 万

亩，成为西北最大的金银花种苗研发培育基地、最大的金银花标准化种植基地和最大的

优质金银花产品生产和销售基地，金银花和黄芪的药用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

在进行田野调研中我们发现该产业在当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某企业工作人

员说道：“我们是统一的金银花含量检测，没有说是一个乡镇的一个乡镇检验，可能大

部分的检测报告是常河、李店那边的，因为他们种的早，一年检一次。之前有个北京中

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在李店乡做过调研就是实验证明通渭县金银花含量的含量高。北花一

号，43 个实验点。各种品种都种过，种过九丰，北花等，刚开始是 6个品种，选北花一

号的原因就是它的花期比较长，采摘的时间就长一点，含量也很高。每一个镇刚开始种

3、4个品种，然后对比出来了只有北花一号是最适合种植的，不过老百姓家里的那种庭

院种植也有种九丰的。”
①
金银花加工车间的田师傅说到：“金银花的销量很好，根本

就不够卖，订单大，金银花产量根本不够，金银花销售方面，有的商家订购药物选择现

场检验收货，有的是我们邮寄过去让商家看样品。”
②
正因为该产业药用价值高，市场

潜力巨大，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种植，能够极大的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

升他们的参与度，进而推动当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好的促进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

的协同发展。通渭县的金银花和黄芪产业因其卓越的药用价值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正日

益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两种中药材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种植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参与度和内在动力，为当地

农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当地的产业发展过程中，遵循国家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方针，农民作为重要的

参与者和实施者，未能充分运用当地文化资源，农民的知识技能水平相对较低，无法有

①被访谈人：XP，访谈地点：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14日。

②被访谈人：TXX，访谈地点：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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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对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而且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可能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组

织或产业联盟，缺乏产业发展整体意识或对产业发展的认知不足，农民并不清楚自己所

处的位置，企业、政府模糊了农民的主体作用，并没有把农民当作发展的主体，农民处

于一种被动接的角色状态，农民在自身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当面临一些等不可控的

变化因素后，容易陷入萎靡情绪，生产积极性低落。

总的来说，在当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内生动力的现实情况主要表现为：产业在发

展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大力支持，但农民市场意识薄弱，容易产生过度依赖心理；

坚持多元融合主体联农带农，但农民传统观念强烈，小农意识具有局限性；遵循国家因

地制宜、突出特色的方针，但其中文化资源利用不充分，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所以为

了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加强教育培训、

优化发展环境、提供有效支持等方式，促进农民的自主发展和积极参与。产业发展过程

中所出现的农民内生动力的现实情况不容忽视，如果农民失去了积极性，乡村产业的发

展就无从谈起，乡村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引导农民参与，更重要的是要激活农民的内生

动力，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和价值性。

3.3.4 小结

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的发展确实展现出了较好的前景，总体按照国家乡村产业

振兴的要求在发展，稳步前行，逐步增长，还依赖于当地政府、企业、农民之间的协同

配合。然而，在实地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

政府大力支持，但农民市场意识薄弱，容易产生过度依赖心理；坚持多元融合主体联农

带农，但农民传统观念强烈，小农意识具有局限性；遵循国家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方

针，但其中文化资源利用不充分，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

根据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农民内生动力的现实情况所知，农民在整个产业发

展过程中并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农民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角色状态，并没有为他们

带来身份主体的认同感，缺乏自我主体性的成长过程，缺乏对于整个生产发展的整体意

识，农民在自身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当面临一些等不可控的变化因素后，例如自然

因素的变动极易影响农民的生产动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激发农民的内生

动力，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产业发展。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

企业、农民三方协同参与整个发展过程，政府、企业和农民组织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被动角色和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应当要引以为重。在产业发展

的过程中，农民作为主体应该要被赋予更多的主动性和参与权，政府和企业应该更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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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民的主体作用，通过培训、教育等方式提高农民的技能和素质，使他们能够更好地

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政府和企业也应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平台，让农民能

够在产业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和成长，加强农民的自我认同感和主体意识，激发农民

的内生动力让他们更加自主地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的发展需

要政府、企业和农民共同努力，注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降

低不可控因素对农民生产的影响，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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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发展中农民内生动力方面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当地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国家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要求进行，同时在调研中我们发现

该地产业在依据国家产业振兴的政策发展的过程中，结合田野点现状，了解到当地产业

发展过程中农民市场意识薄弱，农民意识具有局限性，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等农民内生

动力方面的现实情况。本节内容通过对产业发展与农民内生动力的现状进行总结归纳，

在产业发展中农民内生动力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农民创新创业能力受限、农民缺乏多样

性生产理念、农民有效合作和组织形式的欠缺等方面，以及对出现具体问题展开主要的

原因分析，主要是由于农民缺乏创新创业的思维意识，农民的多元潜力未被充分挖掘，

农民整体产业观念意识的缺失。

4.1 产业发展中农民内生动力方面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

当地的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紧紧围绕中央文件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要求，主要体

现在促进农村创新创业，做精乡土特色产业，支持贫困地区产业的发展方面，再结合田

野点现状，其中在促进农村创新创业中要求要引导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

科技人员等返乡入乡人员和“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创新创业，结合当地

产业发展中农民内生动力方面显现出农民创新创业能力受限的问题；做精乡土特色产业

中所提到的充分挖掘农村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传统工艺，促进乡村特色文化

产业发展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中农民内生动力方面显现出的农民缺乏多样性生产理念；支

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中明确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

民合作社与贫困户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中农民内生动力方

面显现出农民有效合作和组织形式的欠缺。尽管国家在产业发展中给予了政策支持，企

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我们的实际调研中，农民依然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他们在

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被淡化。因此，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旨在找出解

决农民主体作用缺失的有效措施，进一步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为通渭县金银花、黄芪

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1.1 农民创新创业能力受限

一方面，家里种植金银、黄芪等季节性药材，必须首先考虑家庭所有的劳动力，根

据劳动力衡量种植规模，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留在农村的大都是中老年人，劳动能力

弱，劳动力严重不足，药材种植不能规模化发展，只能按照前庭后院式的小规模种植。

在第三铺乡金银花地里向当地种植金银花的村民了解道，“金银花我自己收入了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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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我忙不过来，都是叫的亲戚邻人过来摘，大概摘了 1000 多，这块地共就加起来，

估计 2000 多元。这块地不到一亩，就是半亩多一点地。”
①
城湾村村民 LZ 说道：“有

的农户黄芪种的少，种了 7、8亩，我们家就是种植规模大的家庭，我种了 140 亩黄芪。

自己只有 20 几亩地，其他的都是承包别人家的地，大时候收的时候还要雇着别人来帮

着收。”
②
“我们家里没钱雇不起人，大多是村里人帮着给我收，三月份种，九月份挖，

大概就是国庆节那个时候，除草要除三四遍。基本上就是家里我们两个人在忙活，打药

打三四遍，现在是第二遍已经打完了，农药费基本上是一亩 100 元，有时候要打 4、5

次，黄芪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我是啥都种，也种金银花，金银花种了两亩多，金银花卖

了 1000 元，别的免费让给别人摘了，是因为种黄芪顾不上，如果都收了，可能收入 2000

元，因为气候的原因，这边种金银花的人少，产量不好，一斤 12 元。”
③
中药材种植通

常需要一定的劳动投入，包括种植、管理、采摘等环节。如果家庭中有足够的劳动力，

农民可以依靠家庭成员完成这些工作，从而降低成本。然而，在现实中，许多农村家庭

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在农忙时节，家庭成员可能无法兼顾中药材的种植和

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可能会考虑雇佣劳动力来帮助完成中药材的种植工作。然而，

雇佣成本通常较高，这可能会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经验方法种植，思维僵化老套。调研过程中得知村民大多犟

的很，不听专家意见。“县上派技术员来教技术，这里的人犟的很，光信自己的一套道

理，走个过场就回来了，不听也不信，再者，那些栽种的技术都是要机器种的，像机器

种下来的话，一亩就是 140-150 斤，机器种的话省苗子，中间会有一些断垄，没有接住，

但是人工种的话一亩数量就多，大家都基本上就不按照教的技术来。”
④
传统种庄稼的

农民，对于种植药材，他们都属于种植新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对中药材种植一知半解，

就像当地村民 LZ，在专门的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顺利地将黄芪播种，然而他忽略了气候、

害虫的这一项重要田间环节，仅仅是一个环节的忽略，就让他增加了额外种植成本以及

损失了其经济利益。再者中草药的市场波动是非常大的，它的不确定因素也是很大的。

最后由于缺少了宏观市场的预警系统，农民缺乏市场和供求的信息。

在缺乏有效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不仅仅要承担中草药种植的风险，也需要承担市

场风波的动荡。这样的双重风险下，就容易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村创新创

①被访谈人：DHS，访谈地点：第三铺乡，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②被访谈人：LZ，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日。

③被访谈人：LZ，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日。

④被访谈人：YJY，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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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民主体在产业发展中出现疲软趋势。国家针对乡村产业发展提出要在要引导农民工、

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等返乡入乡人员和“田秀才”、“土专家”、“乡

创客”创新创业，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中农民内生动力方面显现出农民创新创业能力受限

的问题。

4.1.2 农民缺乏多样性生产理念

近年来制药企业和药品商积极的向农民伸出了橄榄枝，与当地农户展开了土地流转

承包种植，同时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定期开展培训。通渭县种植金银花、黄芪的各个对

接的负责公司，都有相应的帮助当地农户进行种植、技术等方面的培训。我们在对药材

企业进行调研时发现这些药材公司基本都会派专门的人进行技术下乡，对当地农户进行

指导。通广药材的负责人 LXH 说到；“黄芪种植基地在陇山，何家山、基地有 1000 亩，

种植面积有 10000 亩，金银花基地在鸡川，种了 400 亩，我们每天在地里开展一些种植

上的技术指导。苗出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样的农药等？公司也为农户解决后

期销售方面的问题，我们公司为农户提供保底价回收。”
①
除了公司的技术下乡指导以

外，通渭县政府也在技术培训方面提供帮扶。

第三铺乡种植黄芪的 YYW 就说“政府组织在县城给村民教授种植技术，是买免费培

训的，包吃住，待遇很好，但是不现实，教的基本上用不上，教的是需要机器运作的。

但是现实情况是村民没有机子，所以基本用不上，最后还是按照自己的那一套老办法耕

种，我们就是用自己买的手扶拖拉机种，租机器收。我们第一年种的是时候，到收黄芪

的时候用人工挖的，吃力的很，种的机子买的话要 5000 多，收的机子就贵，可能需要

20 多万；要是全部租机器用的话，收一亩药 180 元，种一亩地 40 元。”
②
当地农户 YJY

说：“我现在自己种的有 10 亩，承包的地 40 几亩，我们有合同，你们可以拍照。机器

是老板的，这个机器是租给农户用的，按亩数租的，一亩给老板交 40 元，收的机器（504）

和种的机器不一样，种黄芪的机器 504 就能干动，收的机器需要 100 个马力的车，种的

机器租金是一亩 40 元，收的机器租金是一亩 200 元。”
③
金银花育苗基地工作的基层人

员 WYJ 说道：“甘肃农业大学的学生来咋们县城进行了一次关于金银花采摘的机器创新

发明，主要是用来采摘金银花，据说这个发明还得了奖，但是那个没有一点用处，学生

们想的很简单，只是在硬化的道路可以操作，可是金银花是长在土地里面的，土地么大

家都知道的么，松松软软的，他们创造的那个机器根本没有办法在田间操作行使，所以

①被访谈人：LXH，访谈地点：通渭县通广药材有限责任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4 日。

②被访谈人：YYW，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③被访谈人：YJY，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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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那些个机子放在哪儿落灰，没用么。”
①

虽然政府对农户提供了较多的帮扶措施，但这些技术、培训方面与农户的现实需要

相脱节，与现实状况不符，农户觉得购买、租赁耕种机器都是不小的花销，政府给农民

的培训都是按照收耕机器的标准进行示范的，与他们的需求不符，如果按照这些的培训

方法进行的话，他们农户还要承担一笔更大的费用。诸如以上的种种技术培训的外在帮

扶，政策扶持培训力度较大，但是农民反而觉得与自己实际生活不符合，与农村现实情

况脱节，风险太大，不值得学习，思维僵化老套农民缺乏产业多样性生产理念。同时政

府注重对于农民的技术培训，忽略了精神文化方面的考量。应该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文化

教育，促使农民从意识上觉醒。国家关于在乡村产业发展中提到要做精乡土特色产业中

所提到的充分挖掘农村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传统工艺，促进乡村特色文化产

业发展，然而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中农民内生动力方面显现出的是农民缺乏多样性生产理

念，忽略了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农民要从思想上引领重视多样性的生产理念。

4.1.3 农民有效合作和组织形式的欠缺

我们在与当地的农户进行交谈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种植金银花、还是黄芪，当农民面

对这些未知的变动时，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足，容易影响其生产的积极主动性。同

时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己种植的金银花、黄芪，并以个人名义售卖给药材贩子或者

收购药材的企业，当一些不可控因素发生变化时，农民没有集体的合作意识或者共同的

合作团体，缺乏集体间的共同合作，因而当农民个人在面临市场波动、自然灾害或其他

不利条件时，以应对不可控因素带来的风险。显得较为脆弱和无力。

以种植黄芪为例，政府对于黄芪种苗的补贴由去年的免费发放改为到今年的一亩补

贴 500 元。（农户种植 500 元/亩进行奖补。）当地农户交流后也发现这个情况。GSL

说：“一亩地要种 220 斤苗子，苗子去年是政府发着呢，今年是政府补贴一亩 500 元，

220 斤苗子按照一斤 7块钱算的话，大概要 1500 块钱，现在政府发的话就只要 500 块钱。

这样对比下来，享受的政策就就少了。”
②
而且农户觉得自己相较于企业、合作社等来

说自己受益较小。政府鼓励和支持药材公司和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大力发展，投资力

度较大，对于农户的资金扶持力度变小。金银花、黄芪的种植模式大致都为“企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种植模式，通过调查发现政府对于农户的待遇有所减少，相较于农

户、政府的补贴主要面向于合作社和公司。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户大都把地给合作

①被访谈人：WYJ，访谈地点：襄南镇黑石头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11 日。

②被访谈人：GSL，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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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或者是给公司承包了来种植黄芪，再由公司和合作社给农户土地流转费，除了这些其

他就没有了。在第三铺乡的长城湾的农户把地承包给农牧合作社来种黄芪，第三铺乡城

湾村管家湾社村民的租地合同中写道：“是由通渭县馨艺乐团林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的熟

地，土地承包合同一年一签，一亩地是 85 元。”
①
“承包的地一亩给 85 元土地流转费，

都是熟地。（旱地）”
②
给农户的土地流转费都是由公司给农户给的。”

③
“黄芪种植的

人说是县上有投资，老板说他们支付一斤 7.8 元，其他的可能是国家补贴，种一亩黄芪

县上的哪个部门补助 500 元，500 元是给老板补助的，没给农民，给农民就是合同上的

那几个钱，土地流转费，合同上的等，就一次性给我们转到手了。”
④
“一年最忙的时候

就是 6、7月，黄芪 3月份就种，除草就是在 4、5除草、打药，种黄芪要打好几遍药，

打药的费用都是自己出，没有补贴，老板们的黄芪苗子，共产党一亩补贴 500 元，如果

收成不好的时候，政府不给钱，自己承担，好的话自己就多赚些钱，不好的话就自己承

担，政府主要对老板们的补贴大的很。”
⑤这里是指政府给老板的补贴是对药材公司和

合作社的补贴，主要有黄芪种子田 1000 元/亩，种苗田 500 元/亩，以“龙头企业+基地

+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与农户签订收购协议，实行订单生产的新型经

营主体，收购原料 200 吨（含 200 吨）以上，按照 30 元/吨的标准给予资金补助；建设

中药材（黄芪）产地初加工车间的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工车间建筑面

积不少于 200 平方米，且年加工能力达到 30 吨以上并正常运营的，经县农业农村局、

县市场监管局验收合格，一次性给予 15 万元资金补助；对中药材（黄芪）产业发展提

供深松旋耕、机播机收等全过程社会化服务的农机专业合作社，经乡村两级及相关部门

组织验收后，按照 50 元/亩的标准给予资金补助。

相较于去年，通渭县气候干旱、降水较少，金银花、黄芪收成不好。“今年金银花

都让虫吃了，打了几遍药，还是有虫。没有去年收成好。”
⑥
“黄芪去年收成比今年好，

今年太干旱了，旱死了都。”
⑦
“黄芪今年收成不好，太干了，不下雨，去年种植黄芪

年收入大概 2万元，去年还种的少，没有租地，都是自己的地，去年种了 9亩，收了 2

万元，今年还没收，但是肯定卖不下这么多钱。遇上正常年份，黄芷种植效益比较稳定，

在没有自然灾害的正常年份，每亩能获得 5000 元左右的净利润。另一个村民说道：“他

①被访谈人：GSL，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②被访谈人：GSL，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③被访谈人：XC，访谈地点：农业产业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4日。

④被访谈人：DHS，访谈地点：第三铺乡，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⑤被访谈人：GSL，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⑥被访谈人：WLQ，访谈地点：李家店乡，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12 日。

⑦被访谈人：GSL，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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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家种的还算好的，去年我和他们家中的面积差不多，我都没挣下这么多钱，如果黄芪

没有干旱、‘瞎瞎’（一种鼠类）吃，一亩基本上能收 5、600 块钱，但是现实情况是

收不来。”
①

由于政策的变化，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影响，使得农户种植金银花、黄芪的信心低沉，

对于以后的种植光景的不看好，种植动力消怠。农民不仅仅要承担中草药种植的风险，

也需要及时应对政策制度的变动。这样的双重风险下，在缺乏集体合作意识和共同合作

团体的情况下，农民在面对市场波动、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控因素带来的风险时，往往

显得孤立无援，脆弱且无力应对，农民个体努力难以抵挡外部冲击，亟需建立和加强集

体合作机制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4.2 产业发展中农民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的发展确实展现出了较好的前景，这得益于县政府、企业、

农民组织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当地的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紧紧围绕中央文件关于

乡村产业振兴的要求，再根据田野点现状，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中农民内生动力方面显现

出农民创新创业能力受限，农民缺乏多样性生产理念，农民有效合作和组织形式的欠缺

等方面的问题，依据以上具体内容展开原因分析。

4.2.1 农民缺乏创新创业的思维意识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农民由于自身技术素养和能力水平的限制，无法充分扮演参

与主体、成果享有主体和成效评价主体的角色。这导致他们难以真正实现在乡村振兴中

的主体地位。近年来，农村人口生活质量显着提升，但是相较于城市地区，农村的发展

仍然存在局限，例如文化教育方面，尽管国家对农村教育事业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但目

前我国农村的整体水平仍然相对滞后。“我们村子里年轻人都去外边了，留在村里的只

有我们这么一帮人老家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是基本上就读了个小学，文化水平也不

高，你说好不容易县里来个专家指导，结果还都不听，按照自己的方法在哪儿摸索。”

②
除了自己家里面种植药材的农户，其他家里年龄大的劳动力，作为雇佣工人靠帮别家

或者加工厂除草、打药等农活来赚钱。“现在我们家里主要是老年劳动力，农村妇女，

老奶奶还可以给合作社种植地里面除草挣钱，一天打工的话给 100 元，每天工作 10 个

小时，还有打药的人，那个不知道多少钱，我老婆子前段时间去了 17 天，除草领到了

1730 元，就在那边山上除草，还捉瞎瞎，只是招收附近的人，在家里能就近生活的附近

①被访谈人：LZ，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日。

②被访谈人：YYW，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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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7点上班，11.30 下班，下五 2.30 上班，下午 7.30 下班。时间就是 10 个小时，

一个小时 10 元。下雨的话，按小时算，下 1个小时扣 10 元。”
①
大多数农民由于知识

储备的局限，他们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和提升技能方面的速度较慢。同时，受到

知识储备和乡村社区环境的双重影响，农民在接受新事物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并且处

理问题的综合能力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和贡献。

农民受限于文化水平、个人性格、生活习惯等因素，思维模式僵化，按照老办法，

不信新科学，少数人缺少主动想办法脱贫、积极配合扶贫干部的动力，农民素养能力的

缺乏，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难度，也影响了地方发展的进度。应当加强农民知识素养

能力建设，在培育农民知识素养的同时加强技术培训，更好的激发农户的“内生动力”，

农民的能力是乡村振兴中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关键因素。为了充分释放农民的主体意识，

并进一步驱动他们主动参与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与全环节，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强

化农民的能力。这些措施包括提供学习机会，使农民能够通过实践掌握新知识和技能；

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角色；促进农民对自身主

体身份的认同，从而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将“要我参与”转

变为“我要参与”的积极态度，使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样，

农民的内生动力才能得到充分实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活力。

4.2.2 农民的多元潜力未被充分挖掘

农村有着丰富的特色乡土文化资源，这些极具风土人情的文化富裕当地人民独特的

人文情怀以及文化底蕴。当地农民缺乏产业多样性种植理念是因为没有充分开发乡村特

色文化产业。忽略了农民的精神文化建设。导致农民的潜能未被充分激发，虽然政府对

你农户提供了较多的帮扶措施，但是这些措施集中在技术层面，忽视了农民的内部精神

建设。在该产业生产的过程中，政府派技术特派员一直提供支持，该县城金银花企业的

人员说到：“一年还是两年，有这么个期限，农业方面的技术指导，田间地头的技术指

导，下乡、技术特派员他们的工资就是由政府发着，同时我们企业对他们还有补贴，叫

生活补助。”
②
我们也向该企业的技术顾问做了具体了解。“我就是我们企业的科技特

派员，科技局发公告、征集企业的需求，根据政策，公布企业需求，然后我们是自己申

请、然后企业接收，县上委派我们。”
③
另外一家药材企业的负责人 LXH 说到：“我就

是我们企业的技术特派员，两年期限，他们工资政府发放固定工资，企业会给一部分生

①被访谈人：DHS，访谈地点：第三铺乡，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②被访谈人：CXS，访谈地点：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4 日。

③被访谈人：XP，访谈地点：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4日。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86%85%E7%94%9F%E5%8A%A8%E5%8A%9B&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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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补贴。同时企业专门请专家下乡进行给农户免费培训，以前是农技中心，农科院等这

些专家来，大概说一下技术要点。”
①
技术培训作为外在帮扶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推动

农村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政府对于农民种植技术一直提供帮助与支持。但这些技术、培训方面与农户的现实

需要相脱节，与现实状况不符，政府给他们的培训都是以收耕机器为标准进行示范的。

第三铺乡的农民说到“我们第一年种的是时候，收黄芪的时候用人工挖的，吃力的很，

种药材的机子如果买的话要 5000 多，收的机子就贵，可能需要 20 多万；要是全部租机

器用的话，收一亩药 180 元，种一亩地 40 元。”
②
这与他们的需求严重不符，同时按照

这些的培训方法进行的话，他们农户还要承担一笔更大的费用，购买、租赁耕种机器的

困难。第三铺乡种植黄芪的村民说道，政府免费给农民培训，但是教的方法农民基本上

用不了，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需要机器运作的，然而村民没有钱买机器，所以基本用不上

这种培训技术，最后农民还是按照自己的那一套老办法耕种，例如手扶拖拉机种。
③

技术培训与农村现实情况相脱节。农村的环境、资源、经济、文化等条件都与城市存在

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技术培训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差异，提供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培

训内容。

农民能力的欠缺不仅导致他们在乡村振兴中无法确证其主体地位，反而使他们在实

践中被边缘化。乡村的全面振兴需要农民具备多维度的能力支持，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

的引导。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加强对农民精神文化的培育。然而，基层政府在激发农

民潜能方面的不充分，限制了农民参与乡村振兴所需的深层次文化能力，从而压缩了农

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基层政府在推动农村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仅仅依靠

政府外部赋能并不足以充分激发农民的潜能。农民作为农村发展的主体，其内部精神建

设同样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从内到外进行全面帮扶，既要注重技术层面的支持，

也要重视农民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力量。基层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民精神文化建设的投入，

激发农民的潜能，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以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同

时，还需要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使他们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4.2.3 农民整体产业观念意识的缺失

农民在面对市场波动、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控因素带来的风险时，往往显得孤立无

①被访谈人：LXH，访谈地点：通渭县通广药材有限责任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4 日。

②被访谈人：YYW，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③被访谈人：YYW，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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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脆弱且无力应对，他们的个体努力难以抵挡外部冲击，亟需建立和加强集体合作机

制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主要是因为农民缺乏集体合作意识，没有产业发展的整体意

识。

在政府政策变动的情况下，政府会根据产业的发展做出适当的变动调整。以黄芪政

策为例，政府对于黄芪种植的政策有所变动。政府对于黄芪种苗的补贴由去年的免费发

放改为到今年的一亩补贴 500 元。GSL 说：“一亩地要种 220 斤苗子，苗子去年是政府

发着呢，今年是政府补贴一亩 500 元，220 斤苗子按照一斤 7块钱算的话，大概要 1500

块钱，现在政府发的话就只要 500 块钱。这样对比下来，享受的政策就少了。”
①
除了

这些，再加上种植成本，金银花种植和黄芪种植成本大不相同。金银花一亩打药、施肥

大概需要 200 元成本，（不算人工费）。由于金银花苗子能够一直使用种植，每年基本

不需要重新买苗子，成本费用低。但是黄芪种植前期投入成本很大。有的农户黄芪种的

少，种了 7、8亩，但是对于那些种植面积很多的农户，LZ 他们家就是最具典型的一家

种植规模大的家庭，他种了 140 亩黄芪。自己只有 20 几亩地，其他的都是承包别人家

的地，他说他们成本费一亩 2500 以上，成本费用很高。政府政策的变动对于农民主体

地位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当政策调整未能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和实际需求时，农

民可能会感受到他们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被削弱，从而影响到他们在产业发展过

程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农业生产力越高，人的积极性越重要。因为生产力高度发达，意味着投入大，成本

高，如果弄不好就会亏损，以黄芪种植为例，黄芪生产包括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化肥、

高效低毒农药和优质良种，这些都需要大量投资，农业机械维护保养成本也很高，农药

化肥也很贵。如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不精心操作管理，会造成大量的成本浪费。“种

植黄芪的投入主要是经济，资金方面一亩大概投入 2000 元，黄芪的前期投资了不得，

我说 2000 元其实是说低了，其实一亩黄芪种下来，要 2400——2500 元，如果雇人的话，

超过 2500 元了，这是成本最大的地方，一亩 300 元的化肥，7 块钱的苗子，一亩种植

220 斤，苗子去年是政府发着呢，今年是政府补贴一亩 500 元，220 斤苗子按照 7块钱

算的话，大概要 1500 块钱，现在政府发的话就只要 500 块钱。这样对比下来，就少了。”

②
“一亩黄芪地里要两袋子钾肥，一亩相当于几百元的用量，没挣下钱，今年就种的少

了。”
③

①被访谈人：GSL，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②被访谈人：LZ，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日。

③被访谈人：YHL，访谈地点：第三铺乡城湾村，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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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如果补贴减少或者分配方式发生变化，可能会增加农

民的生产成本，降低其收益预期，从而影响其生产积极性和协同合作的意愿。此外，种

植成本的增加也可能因为政策变动，导致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负担加重，进而影响其协

同主体地位。如果政策调整未能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和实际需求，或者未能提供足够的

支持和补偿机制，同时农民在在产业发展整体布局的认知匮乏，没有整体与部分之间的

联系，没有产业发展的整体意识，当一些外在力量发生改变时候，农民无法承担相应后

果，他们可能会感到无法继续承担生产的成本，甚至可能不得不放弃该生产，转而寻找

其他生计方式。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农民自身的生计，也会对农村发展的协同合作和整

体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的发展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农民的主体作用和内生动力的培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加强

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完善激励机制，增进信任与合作，确保他们能够积极参与

到产业发展中来，共同推动乡村治理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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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业发展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实践路径

本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村发展思想，结合调研实际，在政府、企业的共

同参与之下，借助增强乡村振兴农民主体内生动力。本文以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进

行案例分析，通过对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进行实地调研，探寻通渭县金银花、黄芪

产业发展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之间的实践路径。基于当前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内生方面存

在的问题，我们提出理论结合实践，强化农民知识技能；深耕乡村特色文化，赋能农民

内在精神动力；以农民为中心，提升农民主体意识的解决策略。最大程度地赋能农民主

体的内生动力，从而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5.1 理论结合实践，加强政策导向

政府制定对于农业产业发展会制定一系列政策，来推动农村产业的升级和农民收入

的增加，农民需要根据这些政策导向，调整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策略，以适应市场需

求和政策要求，而农民实践则是指农民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根据政策导向、市场需求以

及自身条件，采取的具体行动和措施。农民受限于文化水平、个人性格及生活习惯等多

重因素，部分农民的思维模式较为僵化，倾向于沿用传统方法，对新兴科学持怀疑态度。

此外，少数农民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缺乏主动性，对扶贫干部的配合度不高。这种农民

素养与能力的不足，不仅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发展

的步伐。鉴于此，我们必须加强农民知识素养与能力的培养。在提升农民知识素养的同

时，加强技术培训，以更好地激发农户的内在动力。农民的能力建设是乡村振兴中发挥

其主体作用的关键。为了充分释放农民的主体意识，推动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乡村振

兴的各个环节中，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

5.1.1 强化土地保护机制，全面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在实践中发现政策导向对农民的生产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农民对于土地流转

的方案产生强烈关注。但从调研情况看，相关政策导向的激励措施、约束惩罚措施及宣

传引导措施的实施力度相对较低，尽管可以达到改善农民在土地流转方面的观念，但现

阶段作用效果相对有限，因此需要政府等相关部分制定更加有力的政策导向机制激发农

户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据调研可知，农户的土地流转费用是由承包该地的企业所负责。

“土地流转费全部是由企业承担，政府再不管，这边的话是大概 80 到 100 元不等。（政

府补助农户种植黄芪一亩是 500 元。金银花是多年生所以一开始就一次性补助了，(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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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是一年生，一年补助一次。)”
①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土地流转和土地保护技术的采纳，

我们应采取一系列激励机制，并加强相关的技术培训工作。首先要提高土地流转的生产

补贴，并加大技术支持力度，以激励农户更积极地参与土地流转活动。同时，我们应针

对不同农户群体的家庭实际情况，开展多种形式的土地保护技术培训活动。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为农户提供土地产权、流转等相关知识的系统教学，包括线

上课程、田间示范等多种形式。这样不仅可以确保农户能够全面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

还能让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积累经验，提高技能水平。此外，我们还应充分利用农村合作

社、中药材企业、农业农村局以及村委会等组织的力量，为农户提供专业的技术知识服

务，这些组织可以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及时了解他们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技术

疑难问题，并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降低技术获取的难度，提高农户土地保护方面

的可获得性，我们可以进一步激发他们运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最后，我们还应持续增强

对土地保护技术的补贴力度，确保农户能够从中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这将有助于提高

农户对土地保护技术的满意度和认可度，进而增强他们采纳新技术的动力。通过这些措

施的实施，我们可以推动土地流转和土地保护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针对当前土地流转和土地保护的现状。首先，要深入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引导他

们积极学习土地政策，特别是关于土地流转的年限、类别等关键内容。这有助于农民更

好地理解政策导向，从而作出更适合自身的决策；其次，我们必须大力完善农民的社会

保障体系，确保他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无后顾之忧。这包括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扩大保障范围，以及加强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度；最后，应严格执行中央一号文件等相关

政策，通过立法手段提高土地保护相关政策的执法力度。因地制宜地建立明确的惩罚奖

赏机制，规范农户的义务和责任，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度，从而对农户起到全面的导向作

用。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农户仍习惯于采用传统的耕种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土地保护和流转的推进。因此，政府需要转变宣传方式，实现与农户的双向互动

宣传，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到政策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此外，鉴于田野点农户的平均受教

育程度较低，我们在进行土地保护政策宣传时，应注重内容的通俗易懂性，以增强农户

对政策的认同感和熟知程度。通过生动形象的宣传方式，激发农户主动了解土地保护政

策的积极性。总的来说，只有通过加强农民思想教育、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政策执

行力度以及优化政策宣传方式等多方面的努力，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土地流转和土地保

①被访谈人：LXH，访谈地点：通渭县通广药材有限责任公司，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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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

5.1.2 拓宽农民信息渠道，提高农民认知水平

农户认知能够对农户在土地流转、土地保护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农户的认知调节着

不同因素对土地利用方式，密切关注农户对土地利用的责任义务认知。在信息比较闭塞

的农村社会，拓宽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可以有效解决农户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提高农户

责任义务认知。政府及农业服务组织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定期举办土地保

护宣讲会、土地保护知识竞赛等活动使农户获取信息。同时由于地域性影响，农户之间

正确的信息传导能够确保农户获取信息的正确性，增强农户对土地流转及土地保护的认

同感，有利于正确引导农户认同其自身具有保护土地的责任义务。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农民认为专家所谓的技术下乡，开展的一系列种植技术

只会让他们加大种植成本的投入，未能提高收入。针对这一现状，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农

业产业种植保护相关知识的教育推广，促使农户能够精准、科学的认识到该农业产业种

植的意义；同时农户在采用农业产业种植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并未降低成本的主

要原因可能是其操作不当引起的，因此要定期开展农业产业种植技术培训，使农户全面

掌握科学、合理的农业技术。让更多的农户认识到采取产业种植方面的科学技术是能够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入的，从而提高农户的价值认知，促使其主动接受种植技术培训；

着重关注农户农学技术重要性的认知。加强农户的重要性认知，是农户自发学习运用农

业技术科学的前提条件，不仅要将宣传普及、教育培训、政策监管融入农民农业产业生

产的全过程，还应营造起良好的村庄氛围，构建多元化信息平台，可以利用互联网、微

信平台、政府官方平台等让农户更加便捷的获取相关产业种植生产的政策信息渠道。让

农户认同种植技术非常重要，才能成为其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才能自觉地科学运用农

业培训技术。

5.1.3 提供差异化技术服务，加强农户技术培训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政策导向以及农民认知会导致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不同

的行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民种植不再是简单的依靠纯劳动力，种植技术多元化，

农民能够采取的农业种植技术不在单一，导致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内部或外部因

素影响，农户在选择种植方式的过程中出现了多样性。因此为保护农民能够从事正常的

农事生产活动，应该根据农民采纳的不同种植行为的情况，因地制宜，满足不同农民的

各样需求，最大限度维护农民的农业生产利益。一方面，对于选择劳动偏向型种植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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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应加强政策导向作用。通过正确的政策引导，如加大技术培训、增加技术服务组织

帮扶点对点帮扶项目、提高技术补贴等。对其进行技术推广，结合农户自身的要素禀赋

与农业种植技术的属性，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针对性地采纳种植培训技术，进行政

策激励。同时，设立农村设备的村级服务站点，以便及时有效解决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存

在的难题，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有效促进农户的种植素养能力。另一方面，对于选择成

本偏向型种植的农户，应加强其种植技术操作的科学性。虽然接受成本偏向型种植的农

户家庭收入比较稳定，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种植知识技术采纳且应用能力较强，但其农

户价值认知负向影响着自身行为，改变农户自身价值认知，加强土地保护宣传教育，让

农户认识到技术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应加强农户自身技术操作能力，使其更加精准有

效改善农业生产效率质量，实现增产增收。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农户自身的技术教育

培训，规范机械化、智能化操作，如农机具的驾驶、智慧农业设备监测的使用等。在原

有基础上，更加有效的节约时间及人力物力，更加精准的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同时，促进

农民增收。

5.2 深耕乡村特色文化，赋能农民内在精神动力

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源于激发农民的自主发展能力，实现由外部扶持向内部驱动的

转变。基层政府应致力于唤醒农民的内在潜能，通过挖掘和利用通渭县独特的书画文化

资源，为农民赋予文化创新的活力和能力。这样，农民不仅能够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参

与者，更能成为文化创新的主体，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农民既要富口袋，也

要富脑袋，充分利用当地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来补精神之钙。基层政府作为推动农村发

展的关键力量，虽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仅仅依赖政府的外部赋能是远远不够的。农民

作为农村发展的核心主体，他们的内在精神建设同样不可或缺。因此，我们需要从内外

两个方面进行全面帮扶。既要注重为农民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持，也要重视培育他们的精

神世界和精神力量。基层政府应加大对农民精神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通过举办文化活

动、提供学习资源等方式，激发农民的潜能，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同时技

术培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组织专业的培训课程，引导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

管理知识，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使他们在乡村振兴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内外

兼修，全面提升农民的能力和文化素养，才能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让农民真正

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与此同时农民是农村的主人，也是乡村振兴的最

大受益者。要结合向群众汇报脱贫攻坚成果、政策讲解、感恩教育、宣讲等形式，组织

开展群众感恩教育系列活动，培育爱党、爱国、爱农村的新农民。要通过教育，让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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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感恩，克服“等靠要”思想，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

农民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角。

5.2.1 依托乡村特色文化促进农民全面发展

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文化的振兴，离不开对农民文化创新能力的积极培育与激发。

农民作为乡村文化的主体，既是创造者、传承者，也是传播者与实践者。因此，基层政

府应深入挖掘和利用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富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品牌。

为了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基层政府可以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

活动、建设现代化的文化设施、积极推广传统文化等方式，让乡村文化焕发新的活力。

例如，可以定期举办县级书画艺术节，并以此为契机，在村级层面开展丰富多彩的书画

艺术活动。在活动中，邀请知名的专业书画艺术家来到现场，为村民们展示他们的精品

力作，并进行现场创作演示。这样不仅可以让村民们近距离欣赏到高水平的书画作品，

更能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从而进一步提升他们

的审美水平和文化素养。此外，基层政府还应高度重视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

承工作。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文化的宝贵财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独特的

文化价值。因此，应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和记录工作，建立健全保护机

制，确保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护和传承。同时，还应鼓励和支持农民参与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来，让他们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通过深入挖掘和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措施，可以有效激发农民对文化的兴趣和热情，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同时，这些举措还能增强农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文

化底蕴。这样，农民不仅能够在文化发展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和定位，更能够成为乡村振

兴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支持者。

5.2.2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闲生活。在依托当地特色书画文化的同时，也要树立理

想信念教育，振兴农民精神风貌。围绕农民推动农村生产生活，例如每月定期开展农民

生活分享会，围绕积极向上主题，展开交流分享，抒发畅谈，激发其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和憧憬，把乡土变成农民自立自强、拼搏进取的“热土”；同时基层政府要加强农民的

思想政治教育，以德育人，通过农村的文化墙描绘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道

德银行”积分奖励制弘扬传统美德，仿照银行的形式，以德行为主要标准，用积分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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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物品，激发农民的道德意识，培育良好家风和文明家风，通过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

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等措施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还要定期开展红

色专题影视放映，尤其在国家开展重要会议的节点上，村集体要紧跟时事，集体组织农

民观看，让农民及时了解农村的政策方针，赋予农民农村建设的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

激发农民的参与感与集体感责任感，实现从“要我振兴” 到“我要振兴”的转变，用

勤劳的双手、积极的心态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5.2.3 依托农村产业，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

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我们致力于建设一批设施完善、功能丰富的休

闲观光园区、乡村民宿、森林人家和康养基地。同时，积极培育一批美丽休闲乡村和乡

村旅游重点村，打造休闲农业示范村，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以金银花产业为例，

其不仅具有食用价值，更拥有独特的观赏价值。我们可以依托金银花生产种植基地，大

力发展林下经济，充分挖掘其潜在价值。在金银花种植的主要农村地带，我们可以充分

利用地缘优势，建设一系列相关产业附加项目，如金银花特色小镇。特色小镇可以包含

成果展厅、博览园、游客接待中心、百姓大舞台以及观光采摘园等多个区域，为游客提

供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体验。首先，依托农村产业打造的具有乡土特色的休闲场所及旅

游业的发展，为农民开辟了新的增收途径，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游客数量的增

长，农民可以通过提供旅游服务、销售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等方式增加经济收益，从而改

善生活水平。这种经济上的提升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使他们更

加主动地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其次，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农村地区的产业

升级和结构调整。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农村地区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

平。这要求农民具备更高的技能和知识水平，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

这种学习和提升的过程正是农民内生动力的一种体现。最后，乡村休闲旅游业还促进了

农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农民需要相互协作，共同应对各种

挑战和问题，这种合作与交流不仅增强了农民之间的团结和互助精神，也提升了他们的

集体意识和行动力，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内生动力。通过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我们可

以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经济收益，推动农村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促进

农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从而实现乡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乡村产业振兴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研究——以通渭县金银花、黄芪产业为例

56

5.3 以农民为中心，提升村集体建设能力

当政府政策调整未能充分顾及农民的利益和实际需求，或者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持和

补偿措施，农民可能会感到自身在决策过程中被忽视，导致他们的协同合作意愿降低，

进而阻碍农村的整体发展进程。特别是对于那些高度依赖补贴来维持生计的农民而言，

补贴政策的变动可能是致命的打击。他们可能会因为无法承担增加的生产成本而陷入困

境，甚至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农业生产，转而寻找其他生计出路。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农

民个人的生活状况，更可能破坏农村社区的协同合作氛围，对农村的整体发展产生严重

的影响。因此，在调整农业补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和需求，确保政策能

够真正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协同合

作的意愿。

5.3.1 围绕农民生产建设，选拔村集体农业能人

金银花、黄芪作为农村发展的特色产业，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只有激发广

大农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人翁”精神，让他们全面参与并融入到现代化进程中，才能为

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意愿，实施乡村振兴坚持农民

主体地位，处理好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村集体可以采取比赛选拔的方式，选拔来自农村、

热爱农村、扎根农村的“田秀才”“土专家”和“农能人”，不断拓宽人才选拔的范围

和领域，将种植能手、合作社负责人、致富带头人、返乡大学生等纳入后备干部人才管

理库，选拔一批真正能带领大家积极参与乡村治理，能带领大家共同创收致富的人才。

加强对农民宣传引导，让农民“想发展”。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更好的完善村

民自治，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农村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建立有效的参与机制，如村民大会、

农民合作社等，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农民自组织的建设，提高农

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他们在市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让农民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

需求，参与制定农村发展政策和计划，确保农民在产业发展、土地流转、收益分配等方

面享有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了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方针、目

标意义深入人心，基层政府应通过多元化的宣传方式，如走村入户、组织村民大会、举

办专家讲座等来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这样能够让农民真切地理解政策带来的实际利益，

并激发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自觉意识。当农民意识到乡村振兴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时，

他们将更积极地投身于改善自身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乡村建设中，从而为乡村振兴贡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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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力量。同时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应与农民建立良好的沟通互动机制，听取他们

的意见和建议，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共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乡村振兴。可以有效增

强农民的主体意识，激发他们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5.3.2 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组建村级融媒体平台

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组建村级融媒体平台。村级融媒体中心不仅是一个信息传播

的平台，更是赋能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它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基层群众用户中心，集

中反映基层民众的声音和需求，成为基层信息枢纽和大数据聚合中心。通过汇聚和分析

各类数据，为乡村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村级融媒体中心应充

分发挥其基层媒体的作用。它可以利用传播优势，普及农业知识，提高农民的信息素养；

同时，通过宣传农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展示乡村的魅力和活力，吸引更多关注和资源

投入。在短视频平台播放，拍摄农民生活的宣传片，体现农民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肯定农民的自我价值，增强了农民的幸福感与满足感。当地村民也说道：现

在社会发达，生活条件好啦，大家基本上都会用智能机子，参加活动时大家拍照、录像

上传到微信号、快手上面，家人朋友们互相点赞，高兴的很。此外，村级融媒体中心还

应提供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满足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需求。通过拓展服务渠道，

利用互联网平台，为农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同时，强化数据赋能，利用大数

据技术分析农民的需求和行为，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加精准的建议和方案。在媒体深度融

合的时代背景下，村级融媒体中心更应抓住机遇，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覆盖面。通过内

容创新，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出圈，实现村域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增强与农民的互动和联

系。村级融媒体中心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充分发挥其优势，推

动其与乡村发展的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在新媒体丰富农村生活的同时互联网社会发展对人们的主体性不断地赋能赋权，不

断地使人具有更多的主体性，使人更多的资源，农民以第一人称的方式，选择自己感兴

趣的方式来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包括个人学习和知识成长的新的方式，使其驱动他们

以主体性的视角，农民以第一人称，参与到农村治理中来，无形中极大的增加农民参与

农村发展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农村治理不只是干部的学习加深，更大程度上需要干部与

农民两者之间的沟通整合，需要更多的信息价值的认知和利用，这样才能形成村集体的

有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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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以农民为中心，拓展村集体农业活动

村集体应实时开展趣味农业知识活动。将趣味方法引入农民的生产学习全过程。在

以农民为中心的基础上，借助基层村集体的体制优势，定期开展农业生产知识问答竞赛，

根据农民的知识水平设置相应的活动问题，并设置与农民生产生所需的竞赛奖品。内容

设置以易入难，例如以趣味比赛活动的模式将农民带入农业知识学习，让农民在活动的

过程中，跟随问题探索答案，在找寻答案的同时增强理论学习的热情和激发农民农业生

产理论记忆的能力。将理论基础与田野实践相结合，以解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现实问

题。通过以问题式的活动模式，深入代入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积极探索这种学习模式

并在农民之间进行初步实践，启发、引导农民自觉在参与农业生产时自觉运用科学技术，

鼓励农民开展积极的互动合作，以期达到理想的农业教学效果。通过在内容上联系农民

的生产生活实际，在方法上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从农民实际出发、以农业相关问题为

导向，村集体带领农民协同推进，以这种问题情景式的方式开展，让农民了解知识生产

的过程，再到实践中的运用，实现学以致用。在整个农业知识趣味活动进行中自然而然

会产生讨论与思考，而且农民之间相互探讨的深刻的理论探讨也为农民农业生产知识的

储备准备了充分条件。在讨论问题的同时，村集体还能够深刻反思农民所存在的现实问

题，这有助于基层组织迅速洞察问题所在，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这样做不仅能增强基

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还能实现双方之间的有效互动，共同推动问题的解决和

发展。通过这种问题式的活动竞赛，即以“问题为导向”的方式融入农民知识技能学习，

以农民为主体，以问题为导向，驱使农民以主体性的视角，以“第一人称”，真正参与

其中，帮助农民从过去的灌输知识转换到体验知识中来，同时在问题讨论中的基础上发

馈现实问题，有助于基层组织及时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增加基层政府与农

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实现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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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乡村发展作为国家繁荣稳定的基石，其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对于推动乡村研究的

创新与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致力于通过深入实践调研，系统探索乡村发展的理论知识，

并利用实践验证和丰富这些理论。紧密围绕国家政策导向，结合政策发展脉络与实际调

研数据，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本研究选取通渭县的金银花、

黄芪产业作为切入点，通过深入调查与分析，强调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重要性，并发挥

其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研究发现，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农民内生动力之间存在

相互促进的关系。有效的乡村治理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支持，而产业

的蓬勃发展则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提升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进一步推动乡村治理

的完善。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作用，并以通渭县的金银花和黄芪

产业为例，在国家政策扶持下，该地方特色产业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活力。通渭县作为研

究田野点，其金银花和黄芪产业的崛起不仅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农民提供

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然而，在产业振兴的大背景下，农民的主体地位及其内

生动力问题却鲜有研究。本文回顾了农民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在产业振兴过

程中，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至关重要，农民不仅是产业发展的参与者、更是推动者，他

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参与度直接影响到产业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在该产业发展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了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创新创业能力受限、农民缺

乏多样性生产理念、农民有效合作和组织形式的欠缺等方面。因此，本文将从产业振兴

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产业发展与农民之间的建构关系并探讨存在的问题，提出理论结

合实践，加强政策导向；深耕乡村特色文化，赋能农民内在精神动力；以农民为中心，

提升村集体建设能力等相应的解决措施。

通过此次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通渭县乃至更广泛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参考

和借鉴。通过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活力，不仅有助于显著提升

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福祉，更能促进地方经济的持续、健康与稳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农民将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他们的创新精神、劳动热情和智慧将成为推动乡村发展

的重要动力源泉。通过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产业发展模式，可以确保农民在产业发展

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从而促使乡村振兴的成果能够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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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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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越.D 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农民参与内生动力培育现状与对策[D].江苏大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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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张久丽.内蒙古宁城县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激发策略研究[D].天津财经大

学,2021.

[23]赵柳笛.阜阳市 X镇乡村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和对策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23.

[24]邹晨鹏.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栖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影响因素分析[D].烟台大

学,2023.

（4）报纸类

[1]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

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

1).

[3]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1998-10-19(1).

[4]单向前．江泽民在重庆就党建和西部大开发调研［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0

5-27(1).

[5]赵雪花．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锦涛主持并讲话［N]．人民日报，200

8-10-14.

[6]新华社．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

诚挚慰问［N].人民日报，2021-9-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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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访谈地点：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药材公司、合作社所在地、相关村镇种植基地等。

访谈对象：政府相关部门人员、药材公司人员、各药材合作社人员、调查村镇村民等。

访谈主要内容：

一、农村种植

您知道这个金银花产业吗？您参与过吗？您是怎么参与到其中的？（通过何种方式

接触种植金银花、黄芪？）书记还是谁？负责人会跟您们介绍这个项目吗？主要给您们

介绍什么情况？ 自己种植还是去生产基地的大棚工作？

1.（1）去大棚的话每天的工钱如何结算？在基地大棚每天大概需要工作几个小时？

（大概从几点到几点）你一直大棚里干活吗？干了几年？啥时候开始干的？

一直要连续干吗？中途可不可以休息？工资是按月发,还是干几天休息几天？有没

有自己种的打算？

（2）家中有没有被企业生产基地承包的土地？土地大概被承包了多少亩？每年给

你们的的土地流转费是多少？（账本记录、土地流转费用记录）

（3）种植金银花、黄芪是否接受过培训（是不是有专门的技术人员给你们教过种

植？）培训是否免费 ？

2.（1）自己种的话种了几年，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自己种植的？大概是几几

年就开始自己种的？种了多少亩？投入花了多少钱？（主要投入是种植、除草、打药、

采摘）

种植金银花、黄芪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多少？是不是全天都在采摘？

每天都是现摘现卖吗？大概一天能卖多少钱？

（2）在村里或者镇上这种家庭种植金银花的多不多？家里进行（种植）的话有什

么影响？好的方面，坏的方面？地膜环境之类的？

（3）种植金银花的话，家里的人都参与嘛？（年轻人、老人、小孩）

（4）种植金银花、黄芪是否接受过培训（是不是有专门的技术人员给你们教过种

植？）培训是否免费 ？

（5）种植金银花、黄芪 是否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

（6）这几年 金银花、黄芪产业的年收入是不是差不多？还是一年和一年的收入差

别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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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种植金银花、黄芪之后是否有没有闲时间做的事？种植金银花一年最忙的时

候是哪几个月？

（8）收入增收情况：对现在种植金银花、黄芪所带来的收入是否满意？在种植金

银花、黄芪之前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 ？您感觉种植金银花、黄芪是否对生活现状

有了明显的提升？

（9）金银花、黄芪的产量主要受什么的影响 ？一年中什么时间价格最低 ，什么

时间价格最高？

二、企业方面

（1）企业金银花从哪里引进苗（直接买还是自己育苗）？是否有打算扩大金银花、

黄芪的种植面积？金银花、黄芪是否分品种，分为哪几种？

（2）每年是否全部销售出去了?如果滞销了，金银花价格，等级是否会变化？

（3）企业在寻找投资的时候是否具有什么标准？同类型企业？就要投资就行？

（4）线上销售量大还是线下销售量大，线上销售方便还是线下销售方便，是否对

外出口，主要的销售目标人群是什么？

（5）金银花产业市场每年的价格波动怎么样？波动较大的话是否会考虑金银花种

植面积的上限？

（6）土地入股分红的具体流程是怎么样的：和土地流转一样吗？

（7）企业现在总共承包了多少土地？企业收购的金银花都是在自己在各乡镇的种

植基地里吗？还是在外也收购金银花？大概收购多少斤？

（8）分户种植基地里面的分户管理是什么意思，是怎么进行分户管理的？

（9）公司人员招聘（研发、销售人员）主要是在哪招聘，通过何种渠道招聘？

（10）每年都会举办金银花节吗？第一届是什么时候开始举办的？在这个节日中重

点奖励对象是哪些？金银花采摘比赛中是如何对农民进行奖励的？按时间、或者产量？

（11）对于金银花、黄芪产业的发展，希望在哪方面有所改善 ？

（机器设备 、销售渠道、产量、种植环境）

三、政府方面

1.政府如何对种植药材的产品推广提供支持？（例如销售会、金银花大会，展览会）

（市场导向政策:政府可以引导市场，并建立药材市场交易体系，为药材种植企业提供

健康稳定的市场环境,增加药材的收益，提升行业竞争力。）

2.政府是否对中药材的市场进行价格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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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对种植药材的产品质量检测指标技术的提升是否有补贴？（药材的含量）

4.政府对种植药材的科技研发费用提供补贴（种子，种苗品种的研发），

5.政府提供种植药材的财政资助，（土地流转费用是否由企业全部承担，政府是否

会有补贴，或者购买种子、种苗、投资种植、采摘和销售等方面。）

6.政府对种植药材的技术改造提供补贴（金银花种植方式的改进：由树形到吊蔓型

的改造，政府是否有所补贴和技术支持？）

7.政府对种植药材的生产设施改造提供补贴，（加工设备、烘干设备等的购买政府

是否补贴）

8.企业 4承包的项目大多数是关于药材的吗？

9.企业种植金银花、黄芪吗？这是企业的主要收入吗？

10.如果企业打算承包项目，企业会考虑哪些因素来承接产业项目（政策支持，补

贴资金、市场前景，企业形象）

11．产业项目申报的批示过程？

（村集体上报、镇、县……，最后批示下来，）农户（使用权）所有权还是归村集

体。

12.企业要具备什么资质才能进行招标？（招标协定拍照）

13.企业中标之后，县市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文件协定（可否拍照）

14.企业对金银花、黄芪产业每年的生产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15.在国家政策下，这一类的药材产业项目是不是补贴了，大概多少钱？这些资金

是怎么分配的？有无资金协议文件（拍照）

16.该公司主要有哪些产业会涉及到产业振兴？每个产业的实施模式都是一样的

吗？（企业＋基地＋农户）（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产业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之后，企业对产业之后的发展会不会定期视察呢，大概多长

时间视察一次？

17.企业在承包产业之后，与合作社、村委党组织是如何对接的？（有无文件拍照）

18.政府会对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吗？（政府的科技特派员等）企业会委派人才下乡

进行产业技术教学吗？（政府提供一系列公共服务，例如土地利用规划、技术咨询和培

训、购销渠道建设等。同时也可以创办药材种植基地、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19.税收政策:对于种植药材的企业或个人可以享受税收减免或优惠政策，例如免征

土地使用税和所得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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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三年时光，现已接近尾声，回首忆学旅。一朝沐杏雨，一朝念师恩。研途漫漫，在

此期间，感谢我的导师李晓蓓教授，在论文撰写过程中老师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和指导，

解答我的困惑，她治学严谨、认真如一的工作态度深深感染着我，学生今后会努力拼搏、

勤奋进取，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与此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给我们授课的马克思主义学院

的所有老师，老师们教泽绵长，树高千尺不忘根深沃土。

感谢我的父母，“喃喃教言语，一一刷毛衣”，父母给与我生命，护我平安，伴我

成长，同时也是我成长道路上第一位老师，“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父母教我辨是非

明事理，之于门风价值，之于孝顺父母，给我做了很好的榜样。“父母之爱子，则为之

计深远”，父母经常说读书能改变命运，把读书看作一件大事，在学习方面的事总是抓

的很紧，犹记得小时候天还不亮，父亲就过来叫我们起来在院子里背书，只好强撑着身

体，睡眼惺忪的开始背书，那时候只觉得痛苦，现在想来仍是怀念。不论花费任何代价，

父母积极支持我读书求学，自小为了我的学习，母亲碾转陪读，用碎碎念温暖着我的生

活，父亲辛苦劳作，殷切盼望我能学有所成。在我过去二十多年里，我非常感谢我的父

母，感谢他们对我的无私的爱与支持。

感谢我的朋友们，很幸运遇到了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秀秀同学，我们宿舍

的中华小曲库，永远忘不了我们一起在宿舍搞伙食聚餐、大声高歌的时刻，偶然相聚，

“613”最是人间堪乐处；我和同门相互鼓励，她身上总有一种正义坚定的力量吸引着

我，她总说：“生活上我要向你请教”，而我说学习上我要向你学习，每当写作进入到

痛苦的风暴时刻，她总会给我耐心讲解，鼓励，给与我信心能量，很幸运有你相伴，我

们互相陪伴度过了这三年时光；还有我们的羽协大家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我们在学习之余，坚持运动锻炼，同时也结识了我们“羽协人”，因兴趣结伴，一起享

受内啡肽的快乐。研究生三年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一起欢笑一起流泪，度过了丰富多

彩的研究生生活，愿以后的日子里我们都有一个灿烂的前程，也愿你我无论身处何地，

都能相互挂念，常联系，勿相忘。最后感谢走的很慢，但一直在向前的自己，也曾时常

徘徊，也曾失落失望，都是我成长的模样，“至此鲜花赠自己，纵马踏花向自由”。

冯旭霞

2024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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