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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平台，帮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国际农发基金支持的陕西省镇巴县发展扶贫价值链案例

摘要

镇巴县从 2018 年开始参与实施国际农发基金贷款陕西农村特色产业

发展项目，在项目实施的前三年，主要以支持农牧产业的生产端投入为主。

为了进一步提升当地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和营销能力，从 2021 年项目中期

评估之后，镇巴县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优化和调整，从支持产前产中端

为主逐渐向支持产后端转移，重点开展品牌推广、线上线下营销网络、产

业公共服务和数字农业等活动，构筑和完善了全产业融合发展的价值链。

一、背景

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位于陕西省南部的秦巴山区，自然资源丰富，被

誉为“天然氧吧”和“天然中药库”，是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盛

产各种优质特色农产品。但同时由于镇巴县境内山势绵延、交通不便，形

成了镇巴县资源优势与区位劣势并存的特点，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在 2020 年之前还是陕西省的深度贫困县。

镇巴县从 2018 年开始参与实施国际农发基金贷款陕西农村特色产业

发展项目。在项目实施的前三年，镇巴县主要以支持农牧产业的生产端投

入为主，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端的生产水平，使企业和农户的生产

规模和销售收入都得到了明显提高。但随着项目实施的深入，也发现了一

些新的问题。单纯进行生产端的投入，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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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解决，农户及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比较弱。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而使

中小企业在市场营销、产品溢价、对接高端市场等方面的劣势更加凸显出

来。

另外，在目前从扶贫转向乡村振兴的接续阶段，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农业产业价值链、防止贫困人口返贫、促进乡村产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是需要面对的新的课题。

二、项目实施

在 2021 年 4月项目中期评估期间，经过与国际农发基金和国内相关

方面的商讨，镇巴县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优化和调整，项目实施从支持

产前产中端为主逐渐向支持产后端转移，重点开展产品品牌营销、产业公

共服务和数字农业等活动。镇巴县在项目调整后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

1.建立线上线下资源共享的营销网络平台

镇巴县国际农发基金项目从 2021 年开始，采用特殊类型商业计划书，

扶持建立了“千禾农仓”线上网销和线下推广相结合的营销平台。“千禾

农仓”营销平台由五个回乡创业的青年企业家联合创立。以前五家企业都

是独自开拓市场，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的难题，使大

家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大家将各自的销售资源共享，真正达到了多赢的

效果。

在国际农发基金项目的支持下，“千禾农仓”营销平台通过开展品牌

注册、设计产品包装、建立线下农特产品体验馆和线上直播平台、品牌营

销等活动，按照统一的质量标准引入或收购镇巴县当地中小企业和农户生

产的特色农产品，设计统一的包装，采用“千禾农仓”商标统一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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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众多农户农产品滞销的难题，也让企业壮大起来。

特别是“千禾农仓”创建的线上销售平台，通过培训当地农户，鼓励

他们直接参与直播带货，明显拉近了和消费者的距离，加强了消费者对镇

巴特色农产品的信任和了解，使“千禾农仓”将镇巴县的绿色健康农产品

推广到全国各地大中城市。成立短短一年多时间，“千禾农仓”年销售额

达到 3000 多万元，平台销售农产品品种 158 种，带动了镇巴当地 24家农

产品企业。农户在企业的带动下收入普遍有了较大幅度地增长，累计带动

农户 2800 余户。

“千禾农仓”合作企业之一的镇弘蜀乐食品公司，在 2020 年申请过

国际农发基金项目实施镇巴腊肉订单养殖和加工项目，2020 年的腊肉产

值为 800 多万元； 2020 年-参与创建并加入“千禾农仓”营销平台之后，

2022 年整个腊肉产值销售额达到 1,600 多万元，带动农户 400 多户。

“千禾农仓”的另一家合作企业赶馋猫食品公司的负责人何永志先

生，原先是深圳一家服装电商销售公司的电商部主管，是“千禾农仓”线

上营销平台的主要策划人，他 2015 年回乡创业后经营的赶馋猫食品公司

主要从事彩色马铃薯的种植和加工，企业在 2020 年的销售额只有 500 多

万元，在加入“千禾农仓”之后，2022 年企业销售额达到了 2040 万元，

带动了镇巴县兴隆镇三个村约 1,200 户农户种植彩色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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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千禾农仓”负责人之一吴琼在农产品体验店向消费者介绍产品

2.开展品牌建设，建立特色农产品质量标准追溯体系。

项目通过建立特色农产品体验中心，开展品牌宣传推广活动，来扩大

镇巴地理标识产品的影响力。同时为了规范和提高镇巴县特色农产品的质

量，由县市场监督局等监管部门主导，建立了镇巴腊肉、生态茶园的产品

质量追溯系统，并按照具有镇巴农产品特色的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监管，提

升镇巴特色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在消费者心中的认可度。

3.推广农产品保险，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维持产业长期稳定发展。

为了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引导农民建立长期稳定秩序发展的理念，

2021 年镇巴县与保险公司合作，对镇巴县国际农发基金项目中的育肥猪

和能繁母猪养殖户、茶叶种植户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先后为茶叶种植投保

52438 亩，育肥猪投保 1000 头，项目提供保险补贴 308.5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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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在农业产业价值链中各阶段的项目参与方式

三、成效

镇巴县国际农发基金项目从 2018 年开始实施国际农发基金项目以来，

已实施了 74 个商业计划产业发展项目，项目涵盖产前、产中和产后等价

值链不同环节，涉及茶叶、中药材、畜牧、食用菌、蚕桑、魔芋、蔬菜等

特色产业生产加工、农产品营销体系和全产业链融合发展项目，项目覆盖

了全县 20 个镇、127 个村，约 1.7 万户 5 万余人，带动脱贫户约 0.7 万

户 1.7 万余人。

特别是在 2021 年项目中期进行优化调整，加强对产后端的支持后，

使当地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初步形成了全方位、高质量

的农业经营支持体系。镇巴腊肉、毛尖、大黄、天麻、黑木耳、花魔芋、

树花菜、香菇等一批镇巴县独具特色的地理标志产品品牌影响力逐渐加强，

也帮助企业形成了集群效应，对接中大型高端市场的能力明显加强，镇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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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通过营销平台销往全国各大中型城市。同时，

在经过提升质量标准、产品包装设计、建立追溯体系、改变营销模式等措

施之后，传统的农产品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溢价效益，从农户到企业都能够

得到更合理的回报。

四、经验与启示

本项目实施的主要经验和启示如下：

1.通过企业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建立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营销网络，

是帮助农村产业做大做强的有效手段。

近年来镇巴县特色农产品企业的市场探索经历证明，农村企业要走出

深山，只有通过资源整合、改变营销模式，才能有效地去对接大市场。这

一方面需要企业之间通过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建立集群效应；另一方面

也需要依靠政府部门结合当地资源特色，推广地域品牌，加强农副产品质

量标准建设和质量监管，注重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

平台。

2.小农户通过融入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价值链，提升产品品质，是对

接中高端大市场的有效途径。

目前处于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接续阶段，保证已经脱贫的贫困户

不再返贫，关键是要帮助小农户建立稳定的产销体系。但是传统的小农户

生产模式很难解决市场问题，小农户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也比较脆弱。小

农户通过和当地具有全产业链融合发展能力的企业合作，借助企业建立的

营销网络，才能对接大市场，实现稳定持续的盈利。

3.借助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建立现代新型乡村企业，是吸引知识

青年投入到乡村振兴发展事业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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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镇巴县在国际农发基金项目中实施的特殊类型商业计划书，参

与市场营销、网络直播、品牌建设、数字农业等项目的主要以年轻人为主，

特别是那些在外打工多年，学习了大城市市场经验回乡创业的年轻人，他

们有知识有魄力，已经不能满足于以前传统的小农户生产方式。而这些年

轻人的加入，也显著带动了当地农户的观念转变和持续增收。

五、真实故事

“千禾农仓”农产品网络销售主播张正平：张正平家住镇巴县兴隆

镇黑水塘村，今年 31岁，是两个孩子的“宝妈”。张正平以前在家以种植

蔬菜为主，年收入只有 1 万多元。2021 年 8 月她报名加入千禾农仓，尝

试在各大直播平台推销千禾农仓推选的镇巴优质土特农产品。短短不到一

年时间，她的直播账号粉丝达到了将近 20万人，平均月销售额能够达到

70-80 万元左右。看到自己能够把家乡的父老乡亲种植的健康绿色农产品

卖往北京、上海等全国大中城市，让她充满了喜悦和成就感。

图 3：张正平正通过网络销售平台进行直播，推销家乡的土特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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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农户牟虎昌：陕西省镇巴县渔渡镇长滩河村村民牟虎昌，今年

63 岁。以前他和老伴两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发放的低保生活。近年来他参

加了千禾农仓创办企业之一秦南牧业公司组织的淫羊藿和羊肚菌种植，实

现年增收 2 万元。看到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经过企业回收及统一包装，通过

千禾农仓销售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大城市，牟虎昌感到十分兴奋和喜悦。

图 4：农户牟虎昌（右）和“千禾农仓”创始人之一程开平（左）一起收获种植的羊

肚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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