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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富硒功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平顶山市为例

李　宁，于佳宁
（平顶山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河南 平顶山 ４６７０３６）

摘　　　要：平顶山市作为国家首批、河南省首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充分利用硒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富硒功能农业产业，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增绿．通过ＳＷＯＴ分析法，从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
产业发挥优势、化解劣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产业具有独特
的资源优势和良好的产业基础，但同时也面临着资源利用率低、产业链条偏短、品牌影响力弱、创新力度不足等

问题．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统一硒认识、摸清硒家底、打造硒产业、搭建硒平台、培育硒品牌和完善硒配套等六
个方面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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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

兴”［１］．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富硒功
能农业发展，习近平同志多次深入广西壮族自治

区、山西省、江西省、陕西省等富硒资源地区调研考

察，指出要大力发展富硒农业和林业经济，把硒资

源转化为硒产业，让富硒农产品在市场上更加畅

销．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增强了各地发展富硒功
能农业的信心动力，省内外形成了抢抓机遇、主动作

为，积极发展特色富硒农业，做强富硒农产品加工，

开发富硒新产品，打造富硒农业品牌的发展态势．
硒是人体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元素，对防治疾

病、增进健康和防止衰老具有重要意义，被誉为

“生命的奇效元素”．Ｌｉｕ等最新研究表明，硒在防
治新冠感染方面具有一定作用［２］．我国硒资源分
布不均衡，约有 ７２％的地区处于缺硒或贫硒地
带［３］６５．湖北省、广东省、黑龙江省、青海省和甘肃
省等五省的硒资源最为丰富，占全国硒资源总量的

７９．３％［３］６４．目前在全国２４个省份中的２５６个富硒

区域探明了８０６６６．７ｋｍ２无污染富硒耕地，圈定
了可供直接开发利用的富硒耕地６６６．７ｋｍ２［４］１８１７．
于冬梅等研究发现我国居民人均每日摄入硒量为

４１．６μｇ，远低于荷兰的 ５０μｇ和美国的 １２７．５

μｇ［５］．赵其国等提出功能农业是农业发展的新方
向，通过现代生物科技和农艺措施，标准化调整优

化农产品的营养成分，满足人们个性化的需求，达

到提高人体体质，改善健康的目的［６］．
平顶山市作为河南省乃至全国的富硒土壤聚

集区，发展富硒农业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但还

没有形成明显的产业强势；虽有市级层面的顶层关

注，但还缺少具体跟进的政策措施；虽有头部企业

的技术研发，但还没有打破富硒技术推广的制约瓶

颈；虽有参照外地执行的行业标准，但还没有制定

全市统一的管理规范．鉴于此，立足平顶山市实际，
采用 ＳＷＯＴ分析法，从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
遇和挑战四个方面对富硒功能农业产业进行概述，

最终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和发展建议．

１　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富硒功能农业的研究正逐步深入．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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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自１８１７年被瑞典化学家Ｂｅｒｚｅｌｉｕｓ首次发现以
来［７］，主要以硒元素自然科学研究为主，对富硒功

能农业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较少．
相对国外研究，国内对于硒的研究起步较晚，

始于１９６０年，兴起于２００８年对功能农业的探索，
发展于２０１７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通过梳理既
有文献发现，有关富硒功能农业产业的研究正朝着

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方向发展．国内研究主要聚
焦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功能农业作用研究．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
正处于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阶段，功能农业

是继高产农业和绿色农业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阶

段［８］．２００８年功能农业首次被赵其国院士提出，它
是指通过生物营养强化技术生产出具有特定含量

的微量营养素和其他有益功效成分的农产品［９］９．
赵桂慎、郭岩彬研究认为发展功能农业有利于中国

现代化农业的转型升级［９］１１．
２）富硒功能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研究．我国富硒产业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势头迅猛．
目前我国富硒产业以种养殖为主，经营主体以有限

责任公司为主，企业主要集中在陕西省、湖北省、山

东省等地区，产品类型以富硒农产品为主，涵盖了

粮油、茶叶、畜禽产品等１６个种类［１０］２１３．吴素春等
研究发现富硒农业产业对硒资源的依赖性极高，硒

资源分布不均是影响其产业发展的主要问

题［１０］２１４．此外，学者们还发现存在政策引导不
足［１１］，产业链较短、亟待升级［１２］６４，产品质量信任

度低［１３］，品牌影响力弱［１４］，技术创新不足［１５］等

问题．
３）富硒功能农业产业促进乡村振兴作用的研

究．朱述斌等研究认为富硒功能农业产业发展对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人民增寿等方面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１６］．同时，现有研究侧重于以特
定的县域或省域作为重点研究区域，主要聚焦于陕

西省安康市［１２］６４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１７］．河南省的研究成果偏少，研究主要以洛阳
市［１８］和济源市［１９］为例．
４）富硒功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多采

用ＳＷＯＴ分析法对富硒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
研究，张子君研究认为坚持因时制宜地制定产业规

划是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引领，加快构建优势产业集

群和提高富硒技术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

源［２０］；莫卉冰则提出加大协同创新，一、二、三产融

合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２１］；丁永电等认为坚

持富硒农业产业绿色化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２２］；陈绪敖等建议深挖富硒文化，积极打造富

硒特色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２３］．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的重点和聚焦点虽有不

同，但研究内容和方法趋于一致，虽然已形成了一

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有广阔的研

究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从富硒功能农业促进乡村
全面振兴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视角进行的研究成

果较少，已有研究缺乏从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整体

进行研究，有必要对富硒农业产业促进全面乡村振

兴作用进行系统研究．因此，聚焦国家农业绿色发
展先行区平顶山市，通过开展富硒功能农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 ＳＷＯＴ分析，丰富高质量发展理论内
涵及实践应用，为后续学界研究奠定案例分析

基础．

２　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０月，平顶山市政府与平顶山
学院联合成立了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专题调研

组，通过向全市２０家富硒企业发放调查问卷，收集
了富硒企业经营、富硒种养殖产品生产、富硒农产

品销售以及富硒农业产业技术等四个方面的一手

数据．随后又深入汝州市、舞钢市、叶县等七个地区
开展实地调研和访谈，对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产

业发展现状、优势、劣势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于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形成了《关于加快推动我市富硒功能
农业发展的调研报告》．研究所列举的具体数据均
来源于调查研究．
２．１　硒资源丰富且分布广

据２０１９年河南省地质调查院开展的１２５万
多目标区域富硒特色土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平顶

山市境内中硒、富硒、高硒标准土壤达９０％以上，
表层土壤硒元素平均值为０．２９０μｇ／ｋｇ，最大值为
１．５０２μｇ／ｋｇ．其中，表层土壤中硒的平均值与全国
均值（０．２９μｇ／ｋｇ）相等，最大含硒值是全国均值的
５．１８倍．硒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平顶山市北部地
区，具体分布在汝州市、宝丰县及郏县中、南部．
２．２　硒产业规模日益壮大

平顶山市现已建成富硒农业生产基地总面积

约４６．６７ｋｍ２，其中，富硒小麦产业化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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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３ｋｍ２．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下旬，在“企查查”上
检索“富硒”相关企业，共得到河南省富硒企业４３２
家，其中平顶山市拥有富硒种养殖和深精加工企业

２０家，位居全省第九，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培育了
健硒宝、硒粮香、中王生态农牧、天成鸽业、绿禾农

业等一批知名企业．富硒企业主要分布在汝州市、
舞钢市、鲁山县和叶县，其中汝州市拥有１／４的生
产企业，具有集中、集聚、集约发展潜力．成立了６～
１０年的富硒企业共１３家，为培育大型富硒生产企
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２．３　硒产品价值逐步提高

平顶山市拥有富硒粮食、富硒水果、富硒蔬菜、

富硒肉类、富硒综合农产品、富硒保健品等六类富

硒产品和３０多个品种系列，主导产品突出，其中水
果、粮食和肉类已是富硒产业明星产品．在“三品
一标”认证方面，现有农产品地理标志５个、无公
害农产品１０个、绿色食品９个．
２．４　硒标准认证逐渐规范

目前，平顶山市富硒企业参与制定国家标准１
项，拥有国家级各类发明专利１５１项；参与完成制
定硒种养殖标准７家、硒行业标准３家、硒产品执
行标准１５家；富硒协会１个．自２０２２年至今，先后
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吉农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等３家知名涉农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拓宽
了富硒农产品销售渠道．

３　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发展优势和劣势

３．１　发展优势
１）硒土资源丰富．全市富硒土壤分布广泛、集

中连片，含硒量高而稳，拥有富硒土壤１３２９ｋｍ２，
高于０．４μｇ／ｋｇ的富硒土壤面积有７６３ｋｍ２，硒高
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平顶山市北部地区，其中汝州市

３７７ｋｍ２、宝丰县３５１ｋｍ２、郏县２１５ｋｍ２．广泛分布
的黑色岩系、煤系地层等地质体，容易形成富硒残

坡积土壤，硒元素来源稳定．
２）发展基础较好．富硒产业起步较早，富硒企

业成立时间在６～１０年的达１３家，健硒宝、硒粮
香、天成鸽业、中王生态农牧、瑞宝红牛等为代表的

头部企业茁壮成长，目前已形成以汝州市、郏县、鲁

山县、舞钢市、叶县等区域为主的“环状”产业发展

态势．富硒产品类多面广．富硒农产品涵盖七大类、

３０余种．种植业方面，富硒综合农产品种植 １．６７
ｋｍ２、富硒粮食１．４４ｋｍ２、富硒水果１．０６ｋｍ２、富硒
蔬菜０．５１ｋｍ２；养殖业方面，郏县红牛２０６０头，叶
县生猪５００头，舞钢肉鸽６０万只，已形成以富硒粮
食和果蔬为主、以富硒禽畜为辅的产业结构．富硒
技术研发稳健起步，富硒企业已经完成富硒种养

殖标准制定的占比为３５％，执行富硒产品标准的
企业占比为８０％，参与并已经完成行业标准的占
比为１５％，各类企业拥有专利 １５１个，打造了一
批特色鲜明、生产绿色、经济效益显著的富硒拳

头产品．
３）市场前景广阔．品牌建设初见成效，富硒产

品中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的占比为５０％，获得“绿
色食品”的占比为４５％，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的
占比为２５％，品牌在当地和河南省的影响力占比
达８５％．汝州市富硒石榴、叶县富硒小麦等多次被
中央电视台专题报道，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产品价

值日益彰显．富硒粮食、果蔬、牛肉、猪肉、蛋类、面
粉等产品价格涨幅均超过２０％，其中富硒猪肉价
格涨幅达５０％．汝州市的富硒石榴１０元／个，舞钢
市的富硒鸽蛋６元／枚，郏县的富硒牛肉１２００元／
ｋｇ，供不应求．具有较为完备、固定、稳定的市场渠
道和多元化的销售模式，销售范围集中、网点密集，

省内以销往郑州市和平顶山市为主，省外以销往北

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等一线城市为主．
３．２　发展劣势

１）缺乏统筹布局，富硒资源利用率不够．一是
资源家底不清，阻碍了各类硒资源的高效开发利

用．目前只探测清楚汝州市、宝丰县和郏县三地的
富硒土壤资源，富硒水和其他相关资源暂未探明．
全市硒资源储量尚未探明，精准的土壤、水体等硒

资源含量和分布状况有待系统调查．二是产业布局
不明．尚未制定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发展的总体
规划，产业发展还缺乏具体路径，市与县（市、区）

之间没有分区布局的指导意见，无法实现区域协

作、优势互补、梯次推进，也无法彰显各县（市、

区）、乡镇、企业的优势和特色，解决科学布局问题

是当务之急．三是管理标准不高．企业、地方标准缺
乏，尚未出台各类硒产品的具体含量等级标准．大
部分富硒产品缺乏统一的规范、标识、品牌，乱贴硒

标签、乱用硒品牌现象较为普遍．四是富硒功能农
产品生产技术规程研究滞后，受环境和种植技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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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产品质量稳定性差．
２）产业规模较小，富硒企业竞争力不强．一是

产业主体不够多．全市富硒企业仅有２０家，总数偏
少，与南阳市（６０家）、商丘市（５４家）和洛阳市（４２
家）等地相比，差距较大，与全市丰富的富硒资源

不匹配．二是新设企业不足，在５年以内成立的富
硒企业仅有５家，特别是成立时间在１年以内的只
有２家，表明最近几年全市富硒产业发展步伐较
慢．三是产品结构不合理．７０％的富硒企业以种植
粮油和果蔬类为主，２５％的富硒企业以养殖禽类和
畜类为主，存在重种植、轻养殖问题．富硒肉类和保
健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在全市整体富硒产品中占比

较低，富硒资源未能高效利用．四是产业链条不够
长．受规模、原料、技术的限制，全市９１％的富硒龙
头企业以种养殖为主，蔬菜、果业等特色产业以

“流通”为主，加工层级低、科技含量不高现象突

出．缺乏相关产业的相互衔接，产业链下游延伸
不足，是制约富硒功能农业产业集群化的重要

因素．
３）社会认知度低，富硒品牌影响力不广．一是

品牌影响力弱．全市富硒产品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
品牌仅占全市品牌比例的１５％，存在品牌观念淡
薄问题，对富硒资源特色性、排他性、不可替代性、

经济性和良好市场前景认知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

富硒特色和品牌对提升农产品品质和竞争力的重

要作用．二是市场覆盖率低．物流体系不够完善，无
法满足富硒产品远距离运输，省内主要城市及周边

地区市场尚未充分开发，市场份额集中在零散的中

心城市，还未渗透至我国四大经济圈．
４）关键技术薄弱，富硒科研创新力不足．一是

自研能力不强．目前全市富硒企业中，仅有１１％拥
有研究中心或研发实验室，还有１５％的企业不具
备自主研发能力．二是核心技术薄弱．仍有６５％的
企业还没有参与行业制定，３５％的企业没有原始生
产记录，富硒股份公司、种养大户和专业合作社拥

有专利数量较少，创新成果还未得到高效转化．例
如产品硒含量“即检”问题，严重制约着全市富硒

企业发展．三是技术投入过少．８０％的富硒企业不
具有自主检测和专职人员，３０％的富硒企业面临融
资困难问题，亟须通过增加技术投入，加强与科研

机构合作力度，提升科技人才引进力度，加快推广

使用新技术和新工艺．

４　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发展机遇和面临挑战

４．１　发展机遇
１）战略机遇．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富硒产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新抓手；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为富硒产业发展提供了新路径；科技兴

粮战略为富硒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新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为富硒功能农业产业打造了新格

局．平顶山市锚定“两个确保”，围绕“十大战略”，
加快推进国家农业“两区”建设，为富硒功能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２）产业机遇．农业农村部《关于拓展农业多种

功能 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

要打造创新能力强、产业链条全、绿色底色足、安全

可控制、联农带农紧的农业全产业链，促进一产往

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引导农产品加工重

心下沉县城、中心镇和物流节点，推动生产与加工、

产品与市场、企业与农户协同发展，实现农产品多

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２４］．平顶山市
农业农村局出台的《平顶山市“十四五”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提出，积极发展富硒
农产品、蔬菜、水稻、烟叶、柞茧、中药材、食用菌、花

卉等特色农产品．充分利用我市丰富的富硒土壤，
加快发展富硒产业［２５］．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印发的
《平顶山市加快推进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实施

方案》提出，力争用３～５年时间，把我市打造成富
硒产业要素集聚地、富硒产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地、

富硒产业创新策源地、富硒健康养生旅游目的地和

富硒特色文化传承地［２６］．
３）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大力推动农业由

“吃饭产业”发展为“健康产业”，产业结构从“单一

式”转变为“融合式”，农产品由“吃得饱”升级为

“吃得安全”“吃的放心”“吃得健康”．目前，“提高
免疫力”“增强抵抗力”“膳食营养保健”等需求急

剧扩大，富硒农产品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富硒

功能农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市场前景广阔．
４．２　面临挑战

１）产业标准挑战．虽然我国富硒产业标准体
系逐步完善，但现实中种养殖、加工和销售等环节

仍缺乏统一标准和行业规范，同时市场监管不到

位，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假广告的现象日益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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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农作物吸收硒、供给硒方面，硒元素功能和植
物相关活动机理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科学使

用化肥农药，降低对土壤的污染和浪费，以实现施

肥标准化、产品溯源化和环境生态化．
２）质量信任挑战．我国消费者对于富硒产品

的认知缺乏，处于浅层阶段．据２０２１年国家功能农
业科技创新联盟对我国２５６个富硒地区的调研数
据显示，近５０％的消费者对富硒产业不了解［４］１８２０．
由此可见，我国居民对硒的了解程度较为滞后，大

部分居民对硒相关保健农产品、食品还没有明确和

清晰的认识．从行业生命周期看，硒产业还没有形
成一定的市场份额，社会公众对硒产品及其人体作

用的认知度低，还需要开展富硒功能、富硒产品、富

硒健康等科普活动．
３）品牌建设挑战．平顶山市叫得响、拿得出、

记得住，具有社会影响力和认同感的富硒产品品牌

较少，口碑效应不强，“新四品”（区域品牌、企业品

牌、特色品牌、服务品牌）品牌体系建设方面有待

完善，具有“鹰城富硒”的特色富硒文化尚未形成．
如何顺应市场发展、满足消费需求，打造本地特色

富硒文化，提升品牌营销策略，培养用户忠诚度，是

赢得市场份额、增强市场竞争力以及确保富硒功能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

５　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产业发展的ＳＷＯＴ矩阵
分析和对策

　　通过对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分析，结合 ＳＷＯＴ矩
阵，提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４种战略，以“ＳＯ”增长
型战略为基础，以“ＷＯ”扭转型战略和“ＳＴ”多种经
营战略为核心，以“ＷＴ”防御型战略为发展．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产业发展的４种战略
战略 内容

“ＳＯ”增长
型战略

统一“硒”认识，强化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

摸清“硒”家底，梳理绿色发展的要素基础

“ＷＯ”扭
转型战略

搭建“硒”平台，构筑创新发展的科研高地；

完善“硒”配套，优化共享发展的基础环境

“ＳＴ”多种
经营战略

打造“硒”产业，集聚协调发展的内核能量

“ＷＴ”防御
型战略

培育“硒”品牌，把牢开放发展的有力抓手

５．１　统一“硒”认识，强化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促进富硒农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供重要支撑．
一是高位推进．把富硒农业产业作为平顶山市实施
乡村振兴和绿色食品城两大重要发展战略的有力

抓手，成立富硒功能农业发展专班，负责统筹决策

部署，研究解决富硒农业发展工作中的项目规划、

产业推进、宣传推介等问题，为全市富硒农业加快

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二是规划引领．借鉴湖北省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陕西省安康市、江西省宜春

市等地富硒区域规划开发经验，邀请国内外一流研

究机构和专家团队，高起点、高标准编制《平顶山

市“十四五”富硒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把富

硒功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工作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工作重要内容，进一步明确全市富硒农业产业发

展方向、目标和重点，优化区域布局，明晰发展定

位．三是协同推进．建立市县两级富硒农业发展联
席会议制度，加强沟通交流，形成工作合力，协调推

动富硒农业技术创新、招商引资、融合发展、人才引

进、园区建设等重点工作．
５．２　摸清“硒”家底，梳理绿色发展的要素基础

坚持以绿色生态为富硒农业产业发展目标，为

乡村生态振兴注入新活力．一是全域覆盖．在平顶
山市尚未开展富硒农业地质调查的区域开展１２５

万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探明全市富硒土壤资

源分布格局，进一步摸清硒土壤资源分布与硒动植

物种类，完善硒资源档案，精细化硒资源分布图，为

富硒功能农业发展提供翔实数据．二是突出重点．
在全域调查富硒资源的基础上，重点选取宝丰县、

汝州市、郏县和叶县四个富硒县（市），开展１５
万、１１万以及更大比例尺的土地质量调查评价，
查明富硒生态资源空间分布，并以富硒土壤、作物

和食物资源为重点，开展富硒生态旅游资源调查评

价．三是逐步推进．在全市开展富硒绿色农产品分

布情况调查，详细掌握主要农产品硒含量情况，重

点对富硒小麦和大米、富硒梨和葡萄、富硒雪花牛

肉和猪肉、富硒鸡蛋和鸽蛋等富硒农产品资源的数

量与分布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加强富硒土壤的
利用、富硒山泉水的开发与富硒动植物资源保护，

构建平顶山市天然富硒生物圈，以促进富硒功能农

业持续绿色健康发展．
５．３　搭建“硒”平台，构筑创新发展的科研高地

坚持以创新平台为富硒农业产业提供发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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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乡村人才振兴搭建新平台．一是科创平台．依
托驻平高校、平顶山循环农业研究院、平顶山健康

食品协同创新中心等科研机构，加强与中国科学

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江南大学等院校

合作，打造“政、产、学、研、转、用”六位一体的协同

创新体系，开展富硒种植培养、富硒微生物资源研

发、富硒食品精深加工技术、硒化学与健康功效评

价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二是检
测平台．整合现有的涉农产品质量检测资源，加快
筹建平顶山市富硒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并适

时启动国家富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申报工作，

研究制定富硒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构建富

硒农业标准体系，推动富硒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实

现创新科技赋能产业发展．三是农技平台．完善基
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与建设，积极推广富硒农

产品种植、加工技术，建立新型富硒农业技术推广

平台，实行技术人员包村联户制度和“专家 ＋示范
户＋示范基地”技术推进制度，形成专家负责、技
术人员抓科技示范户、科技示范户带动普通农户的

科技服务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和手
机ＡＰＰ，推行富硒农业技术远程服务，及时为经营
主体、农民解惑答疑．

５．４　完善“硒”配套，优化共享发展的基础环境
坚持以共享资源为富硒农业产业发展目的，为

乡村组织振兴提供新保障．一是超前谋划．根据富
硒农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前瞻性地做好农村公路硬

化、农田水利、农业信息化机械化、农村电网升级改

造、冷链仓储等硬件设施建设，为富硒农业发展提

供基本硬件保障．二是资金支持．积极争取上级项
目资金，整合涉农专项资金，统筹调配、打捆使用，

通过“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有发展潜

力的富硒产业项目建设．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拓展服

务，开发定制化金融产品，在贷款担保、股权转让和

上市辅导等方面给予富硒企业优先支持．拓宽农业
保险范围，增加富硒农产品保险品种，分担经营主

体的生产经营风险．三是行业服务．筹备成立平顶
山市富硒农业协会和富硒产业发展联盟，打造以龙

头企业为主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产业协会等积极

参与的发展格局，形成多方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资

源、科研、应用推广的系统合作，提高富硒农业社会

化服务水平．

５．５　打造“硒”产业，集聚协调发展的内核能量
坚持以集聚协调为富硒农业产业发展方式，为

乡村产业振兴打造新格局．一是园区建设．围绕富
硒小麦、富硒杂粮、富硒水果、富硒蔬菜、富硒畜禽

等五大特色产业，依托宝丰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叶

县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一批集农业生产、加工、

销售、技术研发、示范、推广于一体的富硒产业园，

夯实产业发展平台和基础．二是引强扶优．充分发
挥骨干企业的带动和支撑作用，鼓励采取兼并、重

组、参股、收购等方式，扶持壮大平顶山市健硒宝、

硒粮香、中王生态农牧、天成鸽业、绿禾农业、创大

面业、瑞宝红牛、欣荣种植、宇和顺、源泉生态、冯异

醋业、正隆农牧等本地知名企业，打造一批规模大、

实力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富硒产业领军企业．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引进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的

国内农业生产和加工领域领军企业、上市企业到平

顶山市开发富硒资源，特别是引进一批有专利技术

的硒科技企业，完善富硒保健品、功能性食品产业

链．三是融合发展．做大“硒 ＋加工”，以本地产出
的富硒粮果、畜禽产品为基础原料，大力发展富硒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和主

食加工，做大做强富硒小麦制品、富硒精品杂粮、富

硒禽蛋制品、富硒即食蔬菜、富硒大豆制品、富硒牛

肉、富硒保健品等产业链，带动种养业、食品加工业

和物流业发展，提高富硒农产品附加值．做优
“硒＋康养”，大力拓展富硒资源开发的内涵与外
延，将“补硒”作为平顶山市康养旅游产业和休闲

农业的新“卖点”，建设富硒特色小镇，实现农旅融

合一体化发展．
５．６　培育“硒”品牌，把牢开放发展的有力抓手

坚持以品牌建设为富硒农业产业发展基础，为

乡村品牌文化振兴增添新动能．一是品牌创建．以

打造国内知名绿色食品城市富硒名片和国外知名

绿色产品生产地为目标，构建“区域公共品牌 ＋企
业品牌＋产品品牌”的品牌体系，深挖特色富硒文
化，全力打造“鹰字号ＩＰ”富硒农产品品牌．实施富
硒农产品“统一准入、统一品牌、统一商标、统一标

准、统一检测、统一包装”的“六统一”管理，对接国

际标准，发挥比较优势．二是建标溯源．争取上级有
关部门支持，推动制定富硒韭菜、富硒梨、富硒肉鸽

（蛋）、富硒肉鸡（蛋）、富硒红牛等产品的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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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性行业标准，为富硒农畜产品标准化生产、科

学检测、健康消费奠定基础．加快推进建设覆盖农
户、生产和加工企业，贯穿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各

环节的溯源系统，实现对富硒农产品从生产到加

工、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控、全程溯源，夯实硒产

品“身份认证”软硬件基础．三是宣传推介．注重研
究和追踪市场需求，探索营销创新模式，提高富硒

产品附加值，如举办富硒功能农业创新发展论坛、

富硒健康大讲堂等活动，提高富硒农业影响力和国

内市场地位．鼓励支持全市富硒龙头企业在销售地
设立展示营销体验中心，拓展北京市、上海市、广东

省、江苏省以及浙江省等国内中高端市场．推动对
外合作交流，组织全市富硒重点企业参加中国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中国硒博会、北京国际富硒农产品

博览会等各类大型交流活动，定期举办招商推介

会，畅通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开放交流合作新渠

道，渗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提升鹰城“硒”

引力．

６　结论

笔者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平顶山市为研究区域，以富硒功能农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为研究对象，依次研究富硒功能农业产

业发展现状、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强化

顶层设计、梳理要素基础、构筑科研高地、优化基础

环境、集聚内核能量、把牢有力抓手等，具有可操

作、可推广、可复制的对策与建议．研究结果在理论
价值方面，不仅剖析了富硒功能农业产业对乡村振

兴发展的促进作用，丰富了乡村振兴的研究内容；

而且探究了富硒功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要求，对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在实
践应用方面，通过全面掌握平顶山市富硒功能农业

产业发展现状，探索出富硒产业融合发展新经验做

法，不仅对培育壮大富硒特色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

现实价值，而且对促进我国富硒功能农业全面升级

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时为我国其他硒资源富集

区发展富硒功能农业产业提供了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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