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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沙湾镇作为汇川区辣椒种植专业镇,辣椒是该镇主要支柱产业之一,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

的生态环境、特殊的山地土壤,所产辣椒个大、肉厚、油足、色鲜、味香、辣味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的

青睐,各地消费者对沙湾的辣椒认知度较高。通过对沙湾镇辣椒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

提出建议,以期为沙湾镇辣椒产业发展提供参考,促进农户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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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li Pepper Industry in Shawan Town 
Bin Qian 

Agricultural Service Center in Shawan Town, Huichuan District, Zunyi City 

[Abstract] Shawan Town is a professional town for chili pepper cultivation in Huichuan District, and chili 

peppers are one of the main pillar industries of the town. Due to its superior natural conditions, favorab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pecial mountainous soil, the chili peppers produced are large in size, thick in flesh, 

rich in oil, fresh in color, fragrant in taste, and moderately spicy, which are highly favored by consumers. 

Consumer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have a high awareness of Shawan's chili pepper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chili pepper industry in Shawan Town,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i pepper industry in Shawan 

Town, promote farmers' income growth and prosperity,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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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加之发达的交通网络,沙湾镇与

外界的沟通交流越来越频繁,人们对沙湾辣椒的需求量也越来

越大,从而带动了当地辣椒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椒农的种植积极

性、发展辣椒产业对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和发展区域

经济,为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沙湾镇辣椒产业发展优势 

1.1生态优势 

沙湾镇位于汇川区西部,距离汇川区政府20余公里,辖区面

积184.55平方公里,有8个村(居),2.85万人,在北纬27度,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照充足、雨量适中；海拔850～1820米,年均

温14.5℃,≥10℃积温5000～6000℃；年均降雨量1055 毫米,

年均日照时数1142.5小时,全年无霜期270天；土壤多为小黄壤

土、砂壤土,有机质含量1.8%～2.24%,pH值6.0～7.2,水资源丰

富,雨量充沛,气候资源条件优越,天然隔离条件好,辣椒病虫害

较少,农业污染少,有利于辣椒的生长发育,对发展辣椒产业具

有良好的优势条件。 

1.2市场优势 

沙湾镇辣椒外销的主要目标市场是本地、贵阳、重庆、广

州、广西等地,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

转移,辣椒需求量不断加大,加上重庆、成都、广州、广西等城

市夏秋季节气温高、产量有限,辣椒需求量大,贵三红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贵州卓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遵义红满坡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区内外辣椒加工企业的发展壮大,大量发展辣椒订

单,市场发展空间大。 

1.3政策优势 

沙湾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辣椒产业发展,成立以主要领导

为组长、分管领导、包村领导为副组长,农业服务中心、各村两

委为成员的辣椒产业发展专班,制定辣椒产业发展实施方案,采

取月调度、专题调研等方式,推动形成工作合力,提升辣椒产业

发展质量。沙湾镇农服中心全体技术人员对辣椒产业实行包村

责任制,从辣椒备种、育苗、移栽、田间管理到采收,全程跟踪

服务,为辣椒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各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

较优势,采取“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种植模式,促进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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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管护等加快落地。依托村组干部,在显眼处悬挂永久性标

语、通俗易懂的田坎标语,通过召开群众会、院坝会等形式,切

实做好辣椒产业发展政策宣传,发放《沙湾镇农业产业发展政策

(技术)知识汇编》宣传册。 

1.4技术优势 

沙湾镇整合农技服务力量,成立“一对一”农技服务团队,

建立辣椒种植长效培训机制,提高了科学种植能力,有效降低了

产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技术风险。在辣椒产业发展中,坚持农户

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通过集中培训、现场指导、微信交流

等方式,全力开展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农民培训,着力打造一

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辣椒产业发展队伍。近年来,沙湾

镇积极协调市、区两级专家到镇培训辣椒苗期管理、大田移栽、

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开展集中培训、现场指导,建立职业椒农交

流微信群,高效率为椒农提供生产、销售、信息、技术等服务。

为沙湾镇辣椒产业发展提供坚强技术后盾。 

2 沙湾镇辣椒产业发展现状 

2022年全镇辣椒种植面积10003亩,鲜椒产量10003吨,总产

值4001.2万元,其中,规模基地500亩,产量546.25吨,产值218.5

万元。十三五期间,辣椒产业发展迅速,并显有成效,在此期间,

打造了连阡辣椒专业村,核心基地面积500亩,带动面积6000亩,

修建专业辣椒育苗钢架大棚103个,面积12360m2,培育辣椒专业

合作社4家,职业椒农242户；十四五开局之年,利用闲置的烟叶

收购站,争取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50万元,建成了

1800m2,集辣椒收购、加工、烘干、保鲜于一体的辣椒加工厂,

有效带动全镇辣椒产业的发展。 

2.1种植规模不断增大 

辣椒作为沙湾镇主要支柱产业之一,在不断培育壮大辣椒

产业的过程中,大力发展优质辣椒基地,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

化生产,促进辣椒生产优势区域的形成,全镇辣椒种植基地呈现

规模化种植比例越来越高的趋势,其种植面积、产量、上市量和

销售额占全年辣椒种植面积、产量、上市量和销售额的99%以上。

2020年种植面积为8000亩,产量为7200吨,上市7200吨,销售收

入2592万元；2021年种植面积为9000亩,产量为8550吨,上市

8550吨,销售收入3249万元；2022年种植面积为10003万亩,产量

为10003吨,上市10003吨,销售收入4001.2万元,种植面积产量

逐年增大。 

2.2组织化程度不断增强 

沙湾镇辣椒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在不断增强,农民合作社不

断发展。沙湾镇辣椒种植区域内农民合作社不断发展,逐渐成为

推动沙湾镇辣椒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产业企业发挥作用。沙

湾镇成立了遵义市汇八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断推进辣

椒产业的发展,提高行业的整体水平。政府引导作用明显。沙湾

镇政府积极引导农民合作社、企业等各类组织开展辣椒产业的

合作,推进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针对沙湾镇辣椒产业组织化程度不断增强的问题,应该进

一步推进组织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农民合作社建设,鼓励农民通过合作社进行联合种

植、采购、销售等活动,提高辣椒产业的集约化程度。 

(2)继续加强产业协会建设,协会应该加强对辣椒产业的引

导,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信息,促进辣椒产业的健康发展。 

(3)引导企业参与辣椒产业的发展,形成产业链式的合作。

政府应该加强对企业的引导,鼓励企业加大对辣椒产业的投入,

推进辣椒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4)继续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促进辣椒产业的发展。 

随着沙湾镇辣椒产业组织化程度不断增强,应该进一步加

强组织化建设,推进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从而为沙

湾镇辣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3种植效益持续增长 

随着新品种、新技术的使用,沙湾镇辣椒种植效益持续增长,

已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途径。2020-2022年辣椒平均亩

产值分别为2880元/亩、3420元/亩和4000元/亩；平均收益分别

为880元、1420元和2000元,均呈稳定增加趋势。 

3 存在问题 

3.1辣椒产业布局不科学 

产业布局是否科学、合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产业建设

的成败。随着交通、信息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现代物流业的快

速发展,集中优势产区,发展优势产业,通过方便、快捷的交通物

流调剂各地市场余缺,实现产品互通有无,是当前农业发展的主

流与趋势。沙湾镇发展辣椒产业在产业布局上,也必须紧跟时代

步伐,既要考虑到地方环境、本土市场,又要考虑到国内甚至国

际大环境、大市场。 

3.2科技服务能力不足 

目前沙湾镇辣椒种植科技含量低,表现为还有部分椒农采

用露地种植,设施栽培比例较低,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智能化

控制设备使用非常少。辣椒种植使用化肥、农药偏多,造成土壤

有害物质积累,病害蔓延,土壤板结。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业种植面积大大缩小,农业种植

收益大幅降低,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优质劳动力严重匮

乏,农业农村发展“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副业化”现

象越来越突出。通过对全镇各村居、辣椒种植基地、种植大户

的走访调查发现,目前沙湾镇从事辣椒种植生产的农民近80%年

龄都在50岁以上,甚至是60岁、70岁以上的老年劳动力,近90%

农民的学历都是初中以下,且后继无人。 

3.3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沙湾镇的辣椒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却没

有跟上,导致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交通出

行不便。沙湾镇辣椒种植区域集中在山区,公路交通不发达,交

通出行不便,运输成本增加。电力供应不足。随着辣椒种植面积

的增加,对电力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但是供电能力不足,给辣

椒生产带来了不便。 

4 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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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科学合理布局 

围线全镇“稳烤烟扩粮油兴辣椒优特色”的总体布局,因地

制宜,利用优势资源,鼓励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走

“企业+股经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减少产业发展的盲目

性,促进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连阡村、米粮村为中心,

辐射带动该镇万亩辣椒产业发展。 

4.2加强推广队伍建设 

辣椒产业的发展具有其行业的独特性和工作的复杂性,为

了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沙湾镇辣椒产业起步较晚,辣椒

生产技术推广和管理体系较弱,技术人员技术和管理素质低,技

术贮备少,管理人员缺乏,管理产销活动的经验也很缺乏,辣椒

技术推广和行业管理工作薄弱,为加强工作,加强职能建设,统

一对全镇辣椒生产基地建设、技术推广、产业化经营和行业活

动进行统一管理。通过让辣椒生产技术人员直接参与辣椒示范

项目建设,加强辣椒技术人才引进和外出参观学习和培训等方

式,提高技术人员业务素质和能力,培育一批新形势下辣椒产业

发展的农技人员队伍。 

4.3加强服务载体建设 

辣椒生产技术的应用是辣椒产业的基础,要在加强技术队

伍建设的同时,以绿色和有机辣椒生产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应

用,确保产品质量卫生安全为基础,对各主导产品、主导模式,

结合基地条件进行深入研究,搞好技术创新和应用。要加强辣椒

标准化基地建设工作,集中开展试验示范,广泛学习和引进先进

实用技术,加强农民技术能力培训,提高农民对技术的自觉学习

和应用能力。近年来,邀请了市、区农业农村局、科技局,省、

市农科院等涉农单位专家,对辣椒育苗、病虫害防治进行了现场

培训；另一方面通过组织生活田间过的形式,带动各村(居)及群

众科学种田种地,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第三是由农服

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分组分赴各村(居)指导干部和群众；第四是

技术干部参加各村居组织的群众会、院坝会,常到田间地头、与

种植户面对面、手把手的示范指导,加强对辣椒良种良法的示范

推广。通过辣椒生产技术作为农业生产的先驱技术进行应用示

范,促进沙湾镇农业优质、高产、高效、安全、生态技术的应用,

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4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沙湾镇辣椒产业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应

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以进一步完善沙湾镇的基础设施

建设,从而为沙湾镇辣椒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具体对策

如下： 

(1)加强产业路建设。沙湾镇应该加大对产业路建设的投入

力度,修建更多的道路,缩短交通时间,提高通行能力,降低运输

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2)加大电力建设力度。沙湾镇应该加大对电力建设的投入

力度,建设更多的供电设施,加强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电力

供应能力,满足辣椒生产的需求。 

(3)加快农村饮水安全设施建设。沙湾镇应该加快农村饮水

安全设施建设,建设更多的自来水管网,提高农村用水质量,保

障农民饮用水安全,促进农村发展。 

(4)加强农村供水管网设施建设。沙湾镇应该加强农村供水

管网设施建设,修建更多的水利设施,提高农村用水能力,满足

农民生产用水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5)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沙湾镇应该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提

高政府投资水平,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吸引社会力

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多方投入的合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促进沙湾镇辣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助

力提高椒农的种植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和发

展区域经济,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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