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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当前农民增收瓶颈问题及对策建议

田�娟
固原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宁夏�固原�756000

摘�要：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

键”。固原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全域脱贫地区，辖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一区四县”62个
乡镇794个行政村，总面积1.05万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45.4万人，其中农村户籍人口106万人、占比72.9%，常住人口
114.8万人，其中农村常住人口62.4万人、占比54.4%，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农业市。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15439元（以下简称“农民收入”），是2012年的3倍多，新时代以来有11年农民收入增速位于宁夏五市第一，老百
姓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但长期积弱使固原农民收入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特别是“三农”工作重心转

向乡村振兴以来，农民增收的问题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增速收窄、渠道单一、经济改善后劲不足、政策调整等一系

列新情况新瓶颈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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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增收面临的瓶颈问题

1.1  从农民增收现状来看，农民收入水平整体偏低。
2023年固原市农民收入15439元，分别低于全国人均6252
元、全区人均2333元（全国21691元，全区17772元）；
农民收入增速8.7%，继续保持宁夏五市第一[1]，高出全国

1.1个百分点、全区0.5个百分点，但与全国全区农民收入
绝对值差距呈现拉大趋势，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
七年间固原与全国农民收入差距拉大了1370元，每年年
均拉大195.7元，与全区农民收入差距拉大了195元，每年
年均拉大27.9元，意味着固原追平赶超全国全区农民收入
水平任重道远。

1.1.1  农民经济收入处在全国梯队末位。对比全国
农民经济收入排名前三的省份浙江、江苏、福建，分别

低了24872元、15049元、11283元（浙江40311元、江苏
30488元、福建26722元）；对比排名倒三的省份，仅比
甘肃、贵州高了2308元、622元，比倒数第三的青海低
175元（甘肃13131元，贵州14817元，青海15614元）。

1.1.2  与宁夏兄弟市县的差距很明显。农民经济收
入绝对值在宁夏五市中排名最低，分别低于石嘴山5611
元、银川5420元、吴忠3405元、中卫127元。宁夏22个
县（市、区）中农民收入超过2万元的有8个，固原5县
（区）中没有1个入围。宁夏中南部九县区中，固原市原
州区农民收入16131元、彭阳县15901元、西吉县15163
元、隆德县14825元、泾源县13893元，分别位于第二、
第三、第四、第六、第八，排名第一的吴忠市盐池县农

民收入达到了18053元。
1.1.3  目前乡与乡、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差距较大。乡

镇层面，农民收入最高的原州区三营镇17824元，最低的
隆德县山河乡12254元，相差5588元[2]。村组层面，农民

收入最高的原州区彭堡镇姚磨村23522元，最低的隆德
县山河乡二滩村只有10242元，相差13280元，农民收入
12000元以下的行政村多达20个。

1.1.4  现阶段返贫风险依然存在。固原防返贫监测
对象8375户33498人，占宁夏的43%，远高于其他四
市。2023年全市脱贫人口纯收入14929元，分别低于全
国全区1461元、839元（全国16390元，宁夏全区15786
元），其中收入低于10000元的还有1186户4863人，收
入“不增反降”的还有617户2592人[3]，是农民增收中难

啃的“硬骨头”。

1.2  从农民经济收入结构看，农民增收的空间趋
紧。2023年固原市农民收入15439元，其中：工资性收
入5757.4元、占比37.3%，经营性收入6942.8元、占比
45.0%，转移性收入2717.9元、占比17.6%，财产性收入
20.9元、占比0.1%（详见附表3）。从占比分析，转移性
收入占比偏高，容易受政策调整影响；财产性收入占比

太低，说明对资源利用相对不足。从绝对值分析，各结

构收入整体较低，经济增长空间趋紧，面临着严重的经

济提升瓶颈困难。

1.2.1  在工资性收入上，劳务组织化程度不高，技
能培训政出多门、偏散偏弱，劳务工资趋近“顶板”。

2023年，全市的农村就业人员31.4万人，其中年就业半
年以上的稳定人员18.4万人、占比58.6%，年就业半年以
下的零散人员13万人、占比41.4%，加之劳务组织化程度
整体不高，零散的务工人员没有稳定的揽活渠道，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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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和收入都没有保证。[4]务工市场对年龄、性别、

文化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农村就业人员中18岁—
50岁就业人员占比81%，男女比为1.9：1，大龄农民、残
疾、妇女、低学历等群体就业困难。全市农村就业人员

中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者等级证书的14.5万人、占比
46.2%，还有过半人员没有技能，只能做苦力活，劳务收
入相对偏低。

1.2.2  经营性经济收入主要集中在种植养殖上，二产
加工和三产服务环节上收入偏低。2023年，全市农民收
入中经营性收入6942.8元，三次产业经营净收入占比为
87.1%、1.3%、11.6%，总体上一产偏大、二产太弱、三
产不活。种植上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全市

耕地总面积489.74万亩，其中山旱地面积410.99万亩、占
比83.9%，高标准农田256.42万亩、占比52.36%，农业灌
溉面积78.75万亩、占比16.1%，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占比仅
为17%，农业抗风险能力整体偏弱，风调雨顺收成就好一
些，赶上干旱、洪涝、霜冻等灾害收益就大打折扣。比

如2021年，固原遭遇60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当年农民收
入增速大幅下降、排名宁夏五市最后，绝对值差距也与

全区拉大了313元，与全国拉大了665元。种植结构上，
种植粮食313.46万亩、占比64%，种植青贮饲草102万
亩、占比20.83%，种植冷凉蔬菜、油料等经济作物74.29
万亩、占比15.17%，除留作自用外，其余作物主要以原
材料方式进入市场，没有商标、没有品牌，好产品买不

上好价格。养殖上“小散弱”问题依然突出。大部分是

一家一户的散养模式，养殖品种良莠不齐、血脉不纯，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品质、品牌，市场份额占比少，活

体交易占比大，容易受市场波动影响，在市场行情好的

情况下，农户养殖积极性就高涨，反之市场行情走低，

农户养殖积极性就降低。以肉牛产业为例，2023年以
来，活牛和牛肉的价格持续走低，全市的肉牛存栏数66.2
万头，同比下降0.6%，这是2017年以来首次出现存栏下
降。加工业上龙头带动不足、精深加工的能力有欠缺。

全市现有的农产品加工企业185家，主营收入2000万元以
上的加工企业仅有39家，2023年全市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仅为62.5%，比全国全区平均水平分别低11.5个、8.6个百
分点。服务业上开拓新领域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

后。全市部分村发展种植和养殖以外的其他经营业，外

出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给别人打工，自己开餐馆、搞经营

的很少。农村物流规模较小，销售方式传统，一定程度

限制了农村特色服务业的发展[5]。群众把工资性、经营性

收入上面临的困境形象地比喻为“三个看脸色”，就是

“种地靠天吃饭，要看老天的脸色；养殖靠行情，要看

市场的脸色；打工人靠苦力，也要看老板的脸色”。

1.2.3  转移性收入上，产业资金发挥作用不足，对
政策调整的研判和应对不够。到户产业补贴扶持政策一

味地、过多地补贴在养殖端，对加工端、销售端扶持极

少，没有形成全产业链、全环节扶持机制，可持续性不

强，一定程度上成了过渡期内的转移性收入，没有很好

地发挥撬动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作用。

1.2.4  在财产性收入上，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闲置
资源利用不足、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随着城镇化和

移民搬迁的深入推进，农村闲置校舍、厂房、办公用房以

及撂荒耕地、退耕还林地等资产资源逐渐增多，但乡村两

级在如何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把这些“沉睡资产”变成

“增收活水”上探索不足、办法不多、改革不够。

1.3  从内生动力看，干部群众增收信心不足。一些干
部对“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把握不准，对“三

个转向”研究不深不透，还存在一味地靠政策扶持、靠

资金补贴增加农民收入的“等靠”思想，在带领群众

持续增收上谋划考虑得不深、不实、不长远、不系统。

一些村干部特别是村党组织带头人，年龄偏大、学历偏

低、能力偏弱，对村里的情况底数不清，发展思路也不

够清晰。

1.3.1  群众满足现状，愿望不强烈。一些群众穷日
子苦日子过惯了，日子稍微好转就已经很满足了，对更

高收入、更好日子的愿望不够强烈，没有深刻的意识到

改变经济收入，不仅是对自己目前状况更大的改变，也

是对自己子孙后代的未来有着更深的含义，特别是过去

“输血”式帮扶养成的一些懒汉自身发展能力弱、返贫

风险高。

1.3.2  人情负担偏高，支出较重。虽然近些年全市上
下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一些陈规陋习得到了有效遏制，

但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问题仍

然有不同程度存在。当前，全市农村婚嫁彩礼普遍在10
万元到30万元之间，群众在人情、宴席、彩礼等方面支
出负担较重，一定程度拖了农民增收的后腿，这些现象

要深刻反思。

2��增收发展建议

2.1  抓实“一个巩固”促增收。坚持“推动发展、增
强动力、巩固成果”原则，完善防返贫监测预警机制，

用监测帮扶的实效性和确定性来应对返贫风险的不确定

性，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守牢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底线。聚焦产业就业两个关键，扎实推进脱

贫地区产业提升和就业攻坚行动，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提高帮扶车间使用率，全面推动脱贫户零就业家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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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促进脱贫群众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2  做好“两个提升”促增收。坚持拓宽就业、提
高质量、延长务工时间“多向发力”，打造“固原劳

务”品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由数量向质量转变。拓

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重点解决好45岁以上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问题，确保“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钱赚”。提

升社会保障水平，深化社保扩面提质工程，关心关爱残

疾人，悉心做好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

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探索开展“到户项目”补

贴资金量化入股经营主体，推动产业补贴政策从产业前

端向产业后端过渡、从生产环节向市场营销环节过渡，

夯实特色农业发展基础。

2.3  挖掘“两个潜力”促增收。坚持“壮大一产、带
动三产、撬动二产”的“一三二”产业发展新路子，稳

规模、强品牌、提效益，推动肉牛、冷凉蔬菜、马铃薯

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精深

加工协同发展，拓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挖掘财产增收

潜力，培育发展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土地适度

规模经营，推广契约式、订单式、股份式等经营模式，

完善“保底收益+股份分红+经营获利”联农带农增收机
制，让土地流转赚“租金”、参股经营有“股金”，进

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2.4  推动“三个转变”促增收。推动农民变工人，建

立“土地流转农户优先聘用”机制，就地就近吸纳农户

从事项目建设、农产品初加工、分拣包装、田间管理、

物流运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工厂打卡上班，把

农民变为“产业工人”。推动农民变老板，以农文旅融

合发展为抓手，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采摘体验、

乡村民宿、休闲度假、电子商务等乡村新业态，把农民

变为“创业老板”。推动农民变市民，加快推进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发展以乡镇为节点的城乡工

农综合体，把农民变为“新型市民”，在繁荣三产中增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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