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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路径的实现——以安徽省芜湖市热爱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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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好乡村振兴五年规划，推进多元产业布局，对农业农

村经济的发展来说是重大政策利好。如何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实现农业经济发展和乡村文化建设，实

现农村的全面振兴，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研究热爱村的村落发展路径，来探析现代村落如

何通过产业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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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zation of the path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boosted b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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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modern villages can boost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enai Village. The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Renai Village,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Renai Village, and proceeds to elaborate on the path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Renai 
Village. Subsequent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Renai Village’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urban-rural economies and points out the dilemmas faced by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Renai Village. Finally, 
the article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Renai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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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与文献综述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我国各省市围绕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目标，有效推进中国农村五大文明建设，

推动城乡统筹发展[1]。党的二十大为乡村振兴战略

勾画出了宏伟蓝图，其中，乡村振兴被列为“加快建

设新发展格局，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2]。要想充分地推动乡村振兴，就必须要坚

持新的发展思想，建立新的发展格局，要积极地融

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之中，并为之坚持发展。

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政策规划，在此基础上，将“产业

兴旺”列为五项总需求中的第一位，其重要性不必

多言。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基础，以

产业融合为核心，以产业融合为纽带，使农村社会

稳定，促进农村发展。而现阶段的国内乡村产业，由

于专业人才的缺失，经济技术设备的缺乏等多方因

素制约，乡村产业发展较为迟缓，后劲不足。因此，

为改变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探索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问题[3]。 
纵观已有研究，国内外学者已从产业融合发展

的必要性、产生影响、内涵定义等进行探讨。学者聚

焦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探讨三产融合的必要

性。本文从产业融合的内部机理和实现路径两个层

面展开。第一，农村工业融合发展的含义和需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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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三产融合，就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由经营主

体来引导，用利益联结的方式来将其连接起来，通

过产业的连接和要素的渗透，来突破行业的界限，

促进农业和二、三产业的结合[4]。产业融合削减了产

业壁垒，促进了不同产业间的互动交流，也为农民

提供更多就业创业机会与条件。然而，乡村的产业

融合并不是一、二、三个产业的简单结合，它是以特

色农业为基础，将二三产业进行有效的连接，达到

1*2*3=6[5]。第二，研究区域分工、交易效率和费用

等因素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作用。分工是产业

融合的基础与先决条件，而产业的融合发展则改变

了原本的分工体系，从而产生了新的分工，从而使

得分工与产业融合互相渗透。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

本质就是农村各行业之间的内部分工。农村的产业

融合发展能够拉近农民和消费者的距离，在组织上

进行大规模的替代，从而减少了交易费用，让农户

从中受益[6]。第三，从产业组织模式视域下切入探讨

产业融合的实现路径。在产业组织方式上，一开始，

是以散种、放养的方式为主的产业融合[7]，在产业融

合的不断深入下，公司与农户之间建立起了“公司+
农户”的联系方式。同时，“公司+合作社+农户”、

“公司+家庭农场”等也在不断地发展着[8]，各个劳动

部门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9]，从而大大减少了产

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交易费用[10]。无论是何种产业融

合组织，核心考虑在于各主体间的分工参与、要素投

入等因素。随着一二三产业的不断融合，农业从最初

单一的生产功能，农业产业链“短、窄、薄”[11]，而

伴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要，农业的生态服务、休闲旅游、社会保障的功

能逐渐被激活[12]，产业融合发展不仅为农业农业的丰

富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条件，还有利于农民在三产

融合中的增值保值收益[13]。既有研究成果为本文提

供了理论借鉴，但现有研究未能揭示产业组织模式

下的产业分工如何助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

制和实现路径。 
鉴于此，本文以安徽省芜湖市美丽乡村“热爱

村”为例，探讨现代化乡村如何在农业现代化建设

中通过产业融合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独特路径，以

期为同类型的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

有益借鉴。 
2 热爱村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热爱村隶属于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三里镇，地

处三里镇东北部，距镇政府所在地 15 公里，距县城

5 公里，交通方便。村辖 25 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

756 户，人口 2909 人。全村总面积 8.18 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 4213 亩，林地 4200 亩。2021 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 20 余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8000 余元。农

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劳务、养殖业为主。 
2.1 热爱村农业产业的发展概况 
热爱村农业种植以优质水稻、油菜、小麦为主。

热爱村高标准农田（坝塘集中区块）约 2000 亩，热

爱村高标农田资源再整合延伸开发，从特色水稻种

植、加工、营销渠道谋求深化拓展，或寻求订单农业

合作方式。热爱村漳河幸福闸枢纽工程可复用土地

（计划依据耕地、低洼地、滩涂地进行土地流转挂

网招租。约 1200 多亩）其中约 120 亩土地已经用于

村桑葚种植，不在统计之内。热爱村低产林地（全村

4200 多亩），计划利用低产林改造契机，种植果树

经济类植物，既能保护美丽环境，又能为村民带来

收益。或者采用土地流转挂网招租等方式，盘活改

造后的低产林地。 
2.2 热爱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概况 
热爱村在建设过程中深挖当地传统文化，热爱

高塘是传统文化马灯之乡，高塘马灯起源于 1953 年，

主要表演形式是根据历史人物为素材而形成的，主

要依据唐朝末期《程敬思盖太保》《辕门斩子》和

《关羽救皇嫂》故事整理而成。为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热爱村建成热爱民间艺术马灯文化馆，打造

节点故事人物浮雕墙和墙绘等，让马灯文化元素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展现，让更多人了解地域传统文化，

传承文化。竹马灯晚场表演，俗称摸红灯则更加精

彩，马灯是根据三国演义中的几个章节会编成故事

进行表演的，其主要内容是刘备在长坂坡失利后，

关羽和甘糜二夫人被劫营。马灯是一种由故事情节、

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手工技艺、民俗信仰、春

节传统礼仪等多种元素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民俗文化

艺术，它将传统的新年民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

化资源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唤醒了整个社会对于传

统民俗文化的共同记忆，形成了一种更为欢乐、更

为活跃的春节氛围。 
2.3 热爱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 
（1）热爱村产业融合总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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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村以美丽乡村的建设为契机，以生态旅游

和现代农业为产业导向，打造具有公共服务和生态

宜居功能的集聚提升型美丽宜居乡村，把热爱村打

造成一个环境优美、功能完善、文化彰显、产业鲜明

的现代生态美丽乡村。热爱村以优质水稻种植为主，

发展青梅、桑葚产业特色，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并结

合幸福闸工程建设，打造生态农业+旅游，不断扩大

村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 
（2）热爱村产业融合推广建设 
2021 年 5 月 8 日三里镇热爱村举办首届桑葚采

摘节活动。活动有精彩的节目表演，并在主会场设

置特色农产品展区，展区有志愿者做讲解，带参观

游客了解热爱村的桑蚕文化，以此为游客提供了采

摘、品尝、游乐、购物一站式体验。桑蚕文化节活动，

着眼各方群体需求，真正做到请进游客，带出产品，

提升影响力和知名度。 
（3）热爱村其他产业建设计划 
热爱村约 17000 平方米，计划建设房顶式分布

光伏，建设为芜湖市南陵县热爱村分布式光伏电站，

电站主体采用屋面安装光伏组件、自建电站的形式

获取发电收益。根据村中住户及厂区屋面，建设面

积约为 170000 平方米（根据实际需要加固屋面），

计划装机容量 1.5MWP。发电计费方式为全额上网，

并网接入方式为市电高压并网。计划电站建设模式

为村政府自行投资或投资方投资（建设、运营、持有

电站），获取发电收益。 
（4）热爱村农业特色产业融合基地建设 
芜湖睿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是一家集农业观光、休闲旅游、农作物种植生

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公司。公司一期

流转土地 300 亩，其中，100 亩用于果桑养采培育基

地，100 亩建设车厘子、猕猴桃、玉米等多种特色水

果采摘基地和休闲垂钓中心，租赁 2000 平方米民房，

建设民宿酒店，二期流较 100 亩建设桑葚系列产品

研发和生产。这些农业产业项目不仅能推动农村农

业纵向发展，也能拉动村里脱贫户就业，是传承农

业文化，展示现代农业成果，有效提升现代农业农

村的重要载体。公司自创办以来，各种果蔬初见成

效，于 2021 年 5 月举办了三里镇首届桑葚文化节，

活动现场吸引几千名游客前来采摘桑葚，感受生态

美景，体验农趣。该活动得到三里镇党委政府的大

力支持，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主攻“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加快推动“文化

+农业”、“文化+旅游”等产业融合，着力打造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链接。该活动不仅给脱贫户解

决了就业问题，更提升了热爱村的知名度。 
（5）热爱村经济发展运作经营方式 
为发展壮大热爱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于 2022 年 3 月 2 日注册成立南陵县热爱村果蔬种植

专业合作社（引领发展主模式，架设投资主体、农户

之间桥梁），合作社目前成员涵盖党员、种植大户、

脱贫户等共 10 名，通过“党组织+合作社+农户+基
地”模式，坚持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和村党组织

领办合作社协同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严格核

算、遵守规章，实现村“两社两委”共治模式，在何

冲、茶林组打造青梅种植产业发展示范基地。热爱

村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抓手，通过股份制经营与

运作，吸引全村农户响应，以共同致富为目标，大力

发展热爱最具特色的“声景经济”发展模式，突出两

化两景优势，将热爱马灯文化、桑蚕文化，青梅观赏

和桑葚采摘有机整合，实现文化传导、农旅、休闲价

值，带动群众增收的同时，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 
3 热爱村经济发展助推城乡经济分析 
热爱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

对县域经济的提质升级起到助推作用。 
3.1 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提质升级 
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理环境

系统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因此，如何实施乡村振

兴发展战略就必须基于人地关系、城乡关系来进行。

城乡融合思想、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为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发展视野下城乡经济发展提供

了理论依据[14]。热爱村探索产业定位，发展集体经

济，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以乡村振兴大背景为突破

口，成立南陵县热爱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将闲

置土地流转至生产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发展，优

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收益。城乡融合发展过

程中，县域是国家治理和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15]。

热爱村经济发展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逐

渐显现，热爱村的经济发展缩小县域内城乡差距，

使城乡内部生产发展要素、各类服务相互流通，促

进了县域内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打破了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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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壁垒，推动了城乡经济的融合发展。 
3.2 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 
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农业+其他

产业的 1+1=2 过程，而是以农业产业为主导，形成

农业、工业聚集，并围绕农产品打造文化产业、旅游

业或其他第三产业项目，将农业种植、加工、生产、

销售与旅游相结合，进而实现带动乡村三产发展，

形成以农产品为主导的一二三产融合[16]。热爱村目

前 100 亩青梅产业基地，预计达到盛产期后，每年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至少 15 万元，且每年至少创造

150 人次用工岗位。以该产业基地为热爱村的产业发

展起点，将带动热爱村迈入产业兴农、经济强村的

发展道路，提高全体村民发展意识，推动村民积极

参与，早日实现村强民富的新面貌。 
依托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平台，遵照热爱村五年

规划，大力发展热爱的“声景经济”模式，突出两化

两景优势，将热爱马灯文化、桑蚕文化，青梅观赏和

桑葚采摘有机整合，实现文化传导、农旅、休闲价

值，从而实现文旅综合发展。鼓励在青梅基地套种

山芋，并进行山芋再加工，形成热爱特色农产品粉

丝，以合作社运营模式为基础，组合利用电商平台，

实现线上网络与线下供销相互结合的营销模式，实

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3 促进城乡经济文化发展并轨和国际化 
热爱村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县域和乡村经济

文化发展的无缝对接。热爱村的桑蚕文化节活动深

入挖掘和弘扬桑蚕文化，促进农耕文化和乡村旅游

融合，活动面向全县召开，并以此带动县域不同种

类的文化节活动召开，使得以试点带动全县实现全

域发展，例如弋江镇的紫云英文化节活动和许镇的

端午民俗文化节等等。文化+旅游业的文化节活动覆

盖全县，遍布全县的文化节活动也为外来游客深度

旅游提供不同层次的消费选择，并通过文化+旅游业

有力促进全县的城乡并轨。热爱村文化节活动通过

农耕文化+旅游业本质上也是农旅融合的一种形式，

农旅融合是发生在乡村、发展在乡村的产业融合，

其创造的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综合效益的多元

价值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具有内在的一

致性[17]。而农旅融合不是一产和三产的简单嫁接，

而是在三产合理融合，各司其职，形成各产业间积

极、良性的互动，以丰富乡村经济业态，促进产业可

持续发展，从而带动城乡经济文化发展的并轨。 
4 热爱村产业发展面临困境 
4.1 产业融合程度较低，忽视二产的作用 
热爱村产业融合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然而产业融合的水平和程度却较低，热爱村现阶段

产业融合发展情况也只是农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简单

嫁接，忽视了其融合的根本在于工业的融入。热爱

村的农业在与第三产业融合中忽视了工业的作用，

对于农业而言，农业工业化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发

展水平，加速农业现代化，而且能增加农业与其他

产业融合的附加值。上文分析的热爱村产业融合大

部分产品，如桑蚕文化节活动、马灯文化活动和“青

梅园+旅游”，也只是产业的简单拼接，农产种植工

业水平低，融合形式单一。一二三的融合就是要转

变传统农业生产的模式，实现价值整合，使得利益

最大化，而第二产业是连接一产和三产的关键，是

衔接融合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三产相互作用才能

真正实现产业的全面振兴。 
4.2 产业技术人才缺乏，人口老龄化严重 
通过对热爱村的走访，发现热爱村的老年常住

人口占九成以上，村中常住青壮年人口非常稀少，

而种植产业和桑蚕采摘等活动大多由中年农户完成，

老年人口大多从事经验传授和马灯文化方面的工作。

产业技术人员老龄化严重，人才资源缺乏使得产业

融合难以实现创新式发展，发展的活力较低。具有

较高农业文化素养的人才缺乏，产业队伍的老龄化，

后继无人以及专门人才的缺乏难以实现农业采摘种

植和马灯文化文艺表演内容形式的创新。“三农”问

题突出，农村劳动力的空心化、中高端人才的匮乏，

已成为农村“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要实现乡村振

兴，必须要聚拢人气，培养一支能带动产业繁荣的

高素质农业农村工作人员，让乡民与全国人民一道

追求和享受富裕文明的现代化生活[18]。促进乡村产

业融合发展，需要全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 
4.3 技术融合形式单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产业融合的主要方式是高新技术的渗透融合，

高新技术作为一种手段方式向其他产业渗透，产生

多个产业的融合并形成新的产业[19]。产业融合的本

质就是创新，没有创新思维就没有产业融合。现阶

段热爱村发展的产业融合项目大部分仅为桑蚕采摘、

生态园参观、马灯文化馆游览等低水平旅游活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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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中科技投入水平低，技术

融入程度低，还未开展智慧生态园、智慧文化馆的

模式，科技对产业融合只起到了部分辅助作用，未

能参与到产业衔接与融合的各环节。对于产业融合

的旅游产业部分，热爱村还未能实现科技化、数据

化、智能化，科技融入还未真正走进产业内部。对于

农业生产销售部分，科技也未能发挥其在辅助农业

生产、销售市场预测、互联网数据监测等方面的作

用。因而，如何在产业融合中真正广泛深入地实践

科学技术的结合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5 热爱村产业创新发展的路径策略 
对近几年热爱村产业发展的轨迹进行梳理，可

以看出，多样化的种植生产和特色化产业融合，是

村内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县

域经济的发展。产业融合推动了爱村经济结构的转

变升级，使城乡相互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城乡在经

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一体化。目前，国内正

在兴起的旅游与智慧农业相结合，为热爱村带来了

新的发展方向。从乡村振兴的角度出发，结合上文

的分析，文章就如何推动热爱村的创新发展，提出

了几点思考与建议。 
第一，打牢农业基础。热爱村应立足本村村情，

基于自身区位条件和资源情况，按照市场地域性与

优势农产品生产，强化特色产品，在固农基础上进

行二三产业的融合，推动农业转向农产品加工和农

产品服务。同时要注重第二产业的重要作用，做好

一二产业和二三产业的衔接，通过农业工业化助推

农业现代化的结构升级。第二，突出农民主体意识

和主体地位，完善农民的民意表达渠道，健全内部

沟通协商机制。在尊重民意民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明

确本村的未来发展方向，带动村民发家致富。并通

过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培训，提升农民知识素养和能

力，引导广大村民主动参与，有能力承担更多三产

融合的主体职责。同时打造一批专业化技术人才团

队，针对产业发展问题制定专门化方案，解决由老

龄化带来的人才匮乏和劳动力不足问题。第三，建

立健全有利于探索创新热爱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体制

机制。可以通过利用互联网手段，基于大数据技术

提高管理的智能化水平，提升三产融合的管理和经

营效率。或通过创新农旅或文旅的主题规划，除了

举办地方特色文化活动外，还可以通过沉浸式“剧

本杀”马灯文化主题项目或和当地政府联合举办智

慧农业的研学旅游项目，利用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人

文特色吸引游客，提升知名度，提高服务效率和质

量。 
6 研究结论 
经过多年的发展，热爱村走过了从发端到逐步

成熟的发展阶段。尽管热爱村在探索发展中仍然存

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但通过政府的正确引导并规

范其发展路径和生产方向，以及提升服务质量和打

造特色农产品品牌等，实现热爱村的新一步产业升

级，未来热爱村的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计划也在执行

中，热爱村的产业融合助推乡村振兴路径的实现仍

不失为现代化乡村实现精准脱贫和实施乡村振兴的

可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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