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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内涵等理论认识出发,在对丹阳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就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粗浅的思考。 

[关键词] 产业融合；丹阳市；问题思考 

 

十九大报告关于“三农”问题的表述,包含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进一步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这是继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创新思路以来,再次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问题写入中央文件。如何深刻领会十九大精神,把握农村经

济发展变革与农业产业创新的新方向,加快农村经济换档升

级,推动传统农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已是当前迫切面临

的一大课题。 

1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内涵及其理论认识与启示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起源于日本的六次产业化理论,由

于农村地区 1、2、3 产业之和、之积均等于 6,因此提出农

业的六次产业化概念。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概念

虽说是 2015 年才从国家层面提出来,但它与上世纪 80、90

年代我国倡导的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是一脉相

承的。所谓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指通过把农业产前、产中、

产后各个环节联结起来,实现产加销一体化的一种农业经营

方式。产业融合则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产业部

门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

态发展过程。 

相比前两个概念,一二三次产业融合的内涵走向升级。

现阶段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

以农业为基础、农民就业增收为目标、农村为依托,以打通

延长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为方向,以农业与关联行业间资

本、技术、人才、市场、管理方式的交叉渗透和优化重组为

途经,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高度一体化的新型农业产业

形态的过程。其核心内涵指向多元市场主体,依托高效经营

模式,利用工业化、城镇化外溢效应等,创造回流“三农”的

一二三产业融合新价值；其精髓在于不管以何种方式实现各

主体和各产业的联结,都必须让农业得到稳定发展、让农民

得到真正实惠。 

屁股决定脑袋,不同的思维认知就可能有不同的行为结

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作为目前我国农业转型期的一项

新政策,它源于农业产业化经营,但又高于对农业产业化经 

营的创新思路和政策预期。实践中,尤其应注意产业融

合与产业化的区别与联系,既不能混淆二者的概念,也不能

孤立二者间的联系,防止因对产业融合的内涵认识不清,导

致工作上的定位不准,从而导致工作效果欠佳。 

2 丹阳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调研分析,总体来看,丹阳市农村产业融合处于初级

发展阶段,面临诸多亟需破解的难题和问题。 

2.1 融合层次高低不一、融合覆盖面不高 

目前全市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 2.8:1,

而发达国家多数为 4∶1；少数层次高的实施产供销研一体

化,产品附加值较高,而多数层次低的产业融合程度不紧密,

链条短,附加值不高；覆盖惠及面也很有限、融合深度不足、

先进技术要素扩散渗透不强,与农村产业融合所需要的综合

性、全流程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2.2 融合发展的产业政策框架不清晰 

目前丹阳对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缺乏科学合理的

总体规划和有效的宏观管理机制。以观光休闲农业为例,丹

阳现有观光农业场所大多以企业自主开发为主,建设随意性

大,分布不均匀,“小、散、多、乱”问题突出；很多经营者

看到别人借助鱼塘、果园、山林等兴办休闲观光农业项目赚

钱,不顾自身条件,一哄而上,简单效仿,占山圈地兴办农庄,

发展呈无序状态。发展规划、准入机制的缺失导致各地出现

了大量分散经营、规模小、品位低、缺少特色的观光休闲场

所。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一项新生事物,是立足于农业农

村农民的一项事业,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从全局高度统筹

推进,科学规划,引领发展。 

2.3 融合发展的产业扶持政策不多 

融合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财政资金的

扶持力度不够,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较多困境。如：农

村道路交通、水、电、通讯网络和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

涉农公共服务的供给,农村产业融合项目的开发,融合型产

业的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发展等等,均离不开有针对性、强

有力的政策扶持。 

2.4 产业融合主体自我升级发展能力不足 

虽说目前全市农业规模经营已占全市农业种植的65%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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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比溴氰菊酯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两种检测方法,旨在建立精准检测方法。气相色谱法：方法检出

限,0.15ug/L；RSD%≤0.6%；加标回收率 101%。液相色谱法：方法检出限,0.20ug/L；RSD%≤1.8%；加标回收率 87%。本实

验结果表明气相色谱法精密度和准确度较高,适用于水质溴氰菊酯的检测。 

[关键词] 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溴氰菊酯；水中 

 

溴氰菊酯是一种典型人工合成拟除虫菊酯杀虫剂,其稳

定性好,药效长,对农作物影响较低而被广泛应用[1]。溴氰菊

酯主要通过雨水冲刷,干湿沉降,废水排放进入水环境,长期

的积累使得土壤及水环境遭到破坏,威胁人类身体健康,溴

氰菊酯危害主要表现在干扰人及动物的内分泌系统[2-3],引

起突变和癌症。目前我国《地表水质量标准 GB3838-2002》

中溴氰菊酯限制为 0.02mg/L,远高于欧盟标准 0.1ug/L,建

立高效的检测方法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仪器 

Agilent1260Ⅱ液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公司)、C18 色

谱柱(4.6×250mm,美国安捷伦公司)、Agilent7890B 气相色

谱仪(美国安捷伦公司)、氮吹浓缩仪 MTN-5800(天津奥特赛

恩斯仪器有限公司)、垂直振荡器 YKD-06(长沙永乐康仪器

设备有限公司)。 

1.2 主要试剂 

标准溶液：正己烷中溴氰菊酯,100mg/L,购于北京坛墨

质检科技有限公司。正己烷、甲醇(CNW,色谱纯)。 

1.3 标准曲线的配制 

配制溴氰菊酯标准混合工作溶液,浓度点为 0.0mg/L、

0.01mg/L、0.050mg/L、0.10mg/L、0.25mg/L、0.50mg/L、

1.00mg/L(气相色谱法)；配制溴氰菊酯标准混合工作溶液,

浓度点为 0、0.2、0.5、1.0、2.0、10.0mg/L 的标准曲线(液

相色谱法)。 

1.4 仪器条件 

1.4.1 气相色谱条件 

进样口温度：250℃,色谱柱流速：1.0mL/min；柱箱：

50℃(保持0.5min),以30℃/min的速率升至200℃(保持2min),

以 30℃/min)的速率升至290℃(保持8min)；分流进样,分流比

5:1；进样体积：1.0μL。检测器温度：320℃。 

1.4.2 液相色谱条件 

柱温：室温；柱流量：1.0mL/min；检测波长：280nm；

流动相：甲醇：水=85:15。 

1.5 样品制备 

1.5.1 气相色谱法 

量取100.0mL样品置于125mL分液漏斗中,加入10g氯化钠,

溶解后,加入 10mL 正己烷,振荡放气后置于振荡器上剧烈振

荡 5min,静置 10min 分层,将正己烷萃取液转移至 100mL 分

液漏斗中,重复萃取一次,合并正己烷萃取液,将正己烷萃取

液通过无水硫酸钠脱水,再以少量正己烷洗涤分液漏斗2～3

次,将洗涤液一并通过无水硫酸钠脱水,收集所有脱水后的

正己烷,浓缩定容至 5.0mL,待测。 

 

右,但总体而言,丹阳农业龙头企业数量还偏少、规模偏小,

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普遍存在对农民的辐射带动能力较

弱的现象。部分新型经营主体结构单一、管理粗放、经营能

力不强,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松散,合作方式简单；一些农

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规模小,参

与融合能力差；一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个性特色彰显不

力,缺乏差异化竞争和深度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地

域特色、文化传承、传统人文风土内涵等有待进一步挖掘；

与发达地区相比,丹阳在产业融合发展支撑体系建设方面还

有较大差距,如信息化建设投入、信息治理水平、经营治理

中运用计算机网络等,缺乏全市性的农产品电商服务平台。 

3 结语 

党的十九大已经为“三农”发展描绘了灿烂前景,为做

好“三农”工作指明了具体方向,面对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顺应亿万农民对于更美好生活期盼的时代要求,

不断创新,多出“实招”,持续实践,为推动丹阳传统农业“接

二连三”融合发展积极探索和积累更多基层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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