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全县林果产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
村电商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县政协第四调研组

根据县政协统一安排，第四调研组先后深入到县直相关部

门、部分乡镇及相关龙头企业（含专业合作社，以下均称龙头企

业），了解核桃、蓝莓、油用牡丹等林果龙头企业及农村电商情

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就促进林果龙头企业及农村电商发展提出

意见建议。

一、全县林果龙头企业、农村电商基本情况

（一）全县林果龙头企业情况。全县成立林果龙头企业 9

家，其中核桃 2 家、油用牡丹 5 家、蓝莓 2 家。目前襄阳佰蒂、

良裕农业、聚芳牡丹 3 家企业运转基本正常，其他处于停产或半

停产状态。全县注册成立核桃等林果专业合作社 170 家，目前正

常运转的 16 家，占 9.4%。其中，核桃 144 家，正常运转的 7 家，

占 4.9%；牡丹 22 家，正常运转的 5 家，占 22.7%；蓝莓 4 家，

都在正常运转。取得的主要成效：一是推动了基地规模发展。全

县共发展核桃 45 万亩，实际保存 30 万亩，牡丹 1.25 万亩，蓝

莓 0.45 万亩。二是促进了就业和农民增收。正常情况下佰蒂蓝

莓、圭萃园、聚芳牡丹三家企业，提供长期稳定就业岗位近 100

个，每年为当地提供劳务及地租收入 500 多万元。三是提高了产

业的科技含量。龙头企业通过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科技合作，

在品种培育、种植加工等环节加大了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力度，

提高了产业的科技含量，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四是增加了产品



的附加值。龙头企业通过积极开拓市场、研发产品、加工转化，

增加了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的综合效益，稳定了农民发展信心。

（二）全县农村电商发展情况。已建成县级电子商务运营中

心 1 个、镇级服务站 8 个、村级服务点 102 个，电子商务企业

20 多家，网店 400 多个，从业人员 4600 余人。2017 年全县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 6.2 亿元，今年上半年达 4.15 亿元。建立了“保

侬康”县域电商公共服务平台，130 多款保康农产品在“汉购网”、

“京东商城”和供销 e 家等电商平台上线营销。在全市率先建成

首个县级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对全县 8 家农业龙头示范企业涉

及的 60 多个农产品生产基地，100 多个农产品品种，形成了来

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农产品追溯体系。同时，以县域

服务中心、乡镇服务站、村级服务点为一体的三级电商服务网络

基本构建完成，具备了物流配送服务功能。

二、林果龙头企业、农村电商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影响了企业发展。从调研情况看，

龙头企业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低，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影响了企业

的发展。调查统计，全县核桃等林果龙头企业从业人员，文化水

平低下，高中以上学历仅 100 余人，对企业的运作、营销、管理，

缺乏系统性、专业性的稳定团队，很难满足企业发展需要。

（二）资金投入严重短缺，危及了企业生存。调研发现，资

金短缺是当前企业运转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据企业统计，圭萃园

公司民间借贷约二千多万元，个人贷款二百多万元，拖欠地租等

近一百余万元。佰蒂蓝莓公司银行贷款二千万元。主要原因：一

是投入周期长。核桃、蓝莓、油用牡丹等林果产业从种植到进入



丰产期，需投入无产出的时期相对较长，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大。

如圭萃园公司，发展 1.2 万亩核桃，建园、管理按最低投入计算，

在见效之前需投入资金 6000 万元以上；佰蒂蓝莓公司 0.35 万亩

蓝莓基地，仅建园就需要 3000 万元以上；聚芳牡丹合作社 0.3

万亩牡丹基地，见效前需投入 1000 万元以上。二是资金链断裂。

圭萃园公司从 2014 年开始，因受资金制约，致使基地不能有效

管理，购回加工设备无力安装；金康园公司有厂房、有设备，并

且在汉江农博会上获得了核桃食品金奖，但因资金短缺，长期处

于关停状态。三是银行贷款难。龙头企业在申请贷款上，存在金

融部门门槛高，贷款审批手续复杂，一定程度影响了企业生存与

发展。

（三）品牌优势尚未形成，制约了企业做强。品种多规模小

是我县农产品的现实。龙头企业规模小而弱，标准化能力不足，

品牌优势不明显。如圭萃园、金康园两家核桃企业就处于有基地

无效益、有厂房无生产、有商标无产品的尴尬局面。佰蒂公司现

有生产加工能力至少需要 8000 亩的蓝莓基地，而现在可采摘基

地面积仅 2500 亩。同时大部分专业合作社网络的农户参与度低，

利益链衔接不紧，“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还

没有真正形成,制约了企业做大做强。

（四）必备基础要素不全，限制了电商发展。通过调研发现，

基础要素不齐全限制了电商发展。一是缺主打产品。保康的农产

品无论是香菇、木耳、茶叶，还是核桃、蜂蜜、蓝莓，虽然品质

口碑很好，但大部分是无品牌无包装的散货，整体质量难以保证，

没有形成真正的品牌产品，还没有满足电商发展要求的网购网销



产品。二是缺专业人才。尤其缺既精通网络技术、线上营销、物

流管理又熟悉农业经济运行的复合型人才，在电商运营服务方

面，也急需电商运营、网络营销、数据分析、专业美工等方面的

人才。因人才匮乏，导致县级电子商务运营中心有形无力。三是

缺物流基础设施。尤其缺乏农产品大型仓储、冷链等物流基础设

施。在农产品进城方面，由于村级电商网点形同虚设、“小而散”

的生产方式、农产品保质期短、生鲜品物流损耗大、包装成本高

等原因，网销农产品综合物流成本较高。在消费品下乡方面，因

农村人口居住较分散、配送量较少，导致单件商品物流成本较高。

三、对策和建议

（一）进一步引导规范化建设。一是进行优化重组。充分利

用现有资源优势，通过联合、股份、招商等形式，引导企业进行

兼并重组，资产整合，建立能发展、可发展、发展好的龙头企业，

增强带动力和影响力，引领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加强企业规范化建设。帮助企业制定更加贴近实际的发展规

划，指导企业按照要求进行规范化建设和管理。鼓励企业积极开

拓市场、研发产品、打造品牌，增强造血功能，做大做强企业。

（二）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一是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要

结合全县主导产业发展实际，出台金融扶持优惠政策，降低银行

贷款门槛，简化程序，打开绿色通道，为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缓解龙头企业资金困难现状。在惠农政策和项目扶持上，要向有

实力、有前途、效益好的企业倾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支

持农业龙头企业，严格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监管，切实发挥扶持

作用，引导企业健康发展。二是加大企业人才培养力度。要利用



政府各部门培训平台，帮助企业培养人才。龙头企业一方面要引

进懂管理、会营销、精策划的专业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另一方

面要对现有企业人员进行培训，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学习，提高企

业从业人员素质，引领企业向专业化、正规化发展。

（三）进一步加强产业培育。立足我县农产品资源禀赋，对

我县核桃、蓝莓等林果资源进行整合，因地制宜实施“一镇一品”

或“多镇一品”，彻底解决产业不上规模、质量不上档次等问题；

加强农产品品牌打造，借助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加强农产

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培植更多的“三品一标”产品，同时下气力

培育保康的公共品牌，叫响保康农特产品牌子。

（四）进一步扶持农村电商发展。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积极

整合部门力量，围绕电商+农业、电商+旅游、电商+文创、电商+

金融，在建立机制、搭建平台等方面出台政策，引导农业龙头企

业培育具有本地特色的知名电商产品，提升现有电商企业产品线

上销售策划、设计包装、宣传推介能力。引入多家物流公司并建

立和完善各物流公司各级物流体系，通过电商扶贫政策补贴，减

免物流成本，为农产品开辟绿色通道。要对农特资源丰富、产业

基础好的村进行重点扶持，打造一批电商专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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