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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红橙品质很好，想吃的朋友赶紧下

单哦。”在广东湛江廉江市青平镇禾坡地红橙种

植基地，果农刘志豪正给自家红橙“带货”。

“看着果园里硕果累累，隔着屏幕都觉着

甜。”广州市天河区市民胡雯欣毫不犹豫下单，

一口气买了两箱红橙。

日 前 召 开 的 中 央 农 村 工 作 会 议 指 出 ，产

业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中 之 重 ，要 落 实 产 业

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

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

元 价 值 要 效 益 ，向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要 效

益 ，强 龙 头 、补 链 条 、兴 业 态 、树 品 牌 ，推 动 乡

村 产 业 全 链 条 升 级 ，增 强 市 场 竞 争 力 和 可 持

续发展能力。

在广东，一根网线连起产地和市场，农民

学 着 吆 喝 带 货 ，网 红 主 播 走 进 田 间 地 头 ，让

米、菜、果、鱼等农产品由消费者看着长大、成

熟 ；线 上 下 单 ，消 费 者 买 到 的 不 光 是 农 产 品 ，

还有烹饪秘诀和特色体验……农产品生产销

售不再看老天“脸色”，背后正是“12221”这串

神奇密码激发的化学反应。

什么是“12221”？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有关

负责人介绍，“1”即建立 1 个农产品的大数据，

以大数据指导生产引领销售；3 个“2”即组建销

区采购商和培养产区经纪人两支队伍、拓展销

区和产区两大市场、策划采购商走进产区和农

产 品 走 进 大 市 场 两 场 活 动 ，最 终 实 现 品 牌 打

造、销量提升、市场引导、品种改良、农民致富

等“1”揽子目标。如今，“12221”市场体系建设

按下快进键，推动广东农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

步伐。

跟着市场走，“粤字号”

农产品增产又增收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作为经济大

省、农业强省，2021 年广东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 8305.8 亿元，位居全国第四位；水产养殖产量

全国第一，水果产量全国前五。如此大的产业

规模，能否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问题，直接关

系着农民的钱袋子能不能鼓起来。

“每 3 个中国菠萝就有 1 个来自徐闻”。湛

江市徐闻县，是全球知名的菠萝产地。2022 年，

徐闻菠萝创下产量约 79.6 万吨、产值约 25 亿元、

收购均价每斤 1.5 元的新纪录。在当地菠萝种

植大户陈如约看来，“这在 4 年前，真是想都不敢

想啊。”

2018 年 ，徐 闻 上 亿 斤 菠 萝 集 中 成 熟 。 然

而 ，丰 收 的 喜 悦 未 在 农 民 脸 上 挂 多 久 ，便 遭

遇 了 罕 见 的 销 售“ 寒 冬 ”—— 市 场 价 跌 到 每

斤 0.2 元 ，也 鲜 有 商 家 问 津 。“ 很 多 果 子 烂 在

了 地 里 ，大 家 看 着 心 疼 却 又 无 能 为 力 。”陈 如

约 回 忆 。

果农正一筹莫展之时，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12221”工作组来到徐闻。调研发现，徐闻菠萝

产业存在市场体系建设不足、品牌培育不足、大

数据研究利用不足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难点、

痛点，必须联动攻坚，抓住采购商和重点销区市

场，着力构建农产品市场体系。

“我们以湛江徐闻菠萝为策源地，建设农

产品‘12221’市场体系的初衷，简单说就是要

帮农民把菠萝都卖出去。”时任工作组组长的

广东省对外经济与农民合作中心副主任黎小

军坦言。

2019 年 春 ，第 一 场 菠 萝 产 销 对 接 大 会 召

开 ，数 百 名 优 质 采 购 商 到 场 。 陈 如 约 把 握 机

会，大力推介自家的菠萝新品种，成功将产品

卖 到 俄 罗 斯 、日 本 等 国 家 。 受 益 的 不 只 陈 如

约，对接会后一统计，徐闻全域被订购的菠萝

超过 1 亿斤。

同年，菠萝大数据系统上线。签约全国数

千个档口，建立市场行情大数据，定期发布菠萝

市场价格指数和采购商指数。大数据的使用，

给了徐闻农民底气：菠萝卖到哪里，哪里价格

高，市场在哪里……心中都有“数”。

跟 着 市 场 走 ，徐 闻 菠 萝 产 业 迅 速 发 展 。

2018 年 ，产 值 9.8 亿 元 ；2019 年 ，15 亿 元 ；2020
年 ，22 亿 元 …… 曾 经 踌 躇 不 定 的 果 农 重 拾 信

心。“卖得好了，大家抢着包地，种植菠萝热情越

来越高。”陈如约说。

“‘12221’整合生产、市场两端，涵盖政府部

门、农业专家、龙头企业和果农等多方资源、信

息、力量，‘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合力，带来

的是思维方式的变化、理念的变化——大家不

再‘靠天吃饭’，改变了‘重生产、轻市场’；巧用

大数据，跟着市场走，‘以市场引导生产’。”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

2020 年 以 来 ，广 东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逐 步 在

全 省 范 围 内 不 断 探 索 农 产 品“ 12221”市 场 体

系 建 设 成 功 模 式 。 如 今 在 广 东 ，销 售 额 连 年

走 高 的 特 色 产 业 又 何 止 一 颗 菠 萝 ！ 广 东 荔

枝 畅 销 全 球 ，梅 州 柚 成 为“ 金 柚 ”，翁 源 兰

花 、遂 溪 火 龙 果 、澄 海 狮 头 鹅 等 特 色 农 产 品

成 功 出 圈 …… 念 活 了“ 12221 密 码 ”的“ 粤 字

号 ”农 产 品 ，摆 脱“ 丰 产 陷 滞 销 、增 产 不 增

收 ”的 困 扰 。

瞄准需求侧，延长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

寒冬腊月，珠海斗门的渔民们格外忙碌。

12 月 28 日至 30 日，首届中国“年鱼”博览会在珠

海举行。满载着渔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这是

广东“12221”市场体系创新消费新场景、提升农

产品效益的新尝试。

广东渔业历史悠久，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

齐头并进，水产品总产量、养殖产量均位居全国

第一。产业规模大，如何能做强？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瞄准需求侧，适应消费

升级，进一步延伸“12221”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外

延，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产在生产标

准和品质提升上做文章，二产在科技创新和精

深加工上下功夫，三产则加快农旅、产业+文化

等深度融合，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卖得好，产得好是基础。“白蕉海鲈”是广东

水产首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生产端提升品

质，广东加强海鲈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现代农业产业化经

营模式，组织实施技术攻关、养殖技术推广、病

害检测防治技术和市场信息咨询服务。

经过多年发展，海鲈产业已形成集种苗、繁

育、养殖、生产、加工、仓储、冷链、运输及贸易为

一体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目前仅在珠海斗门，

养殖面积就达 3.9 万亩，产量占全国 50%；市场遍

布全国各大城市，全产业链总产值达 170亿元。

“现在年轻人想吃鱼，又不愿意跑菜市场，我们

适应这种变化，把鱼加工成预制菜，让年轻人轻轻

松松就能煮出一道美味。”恒兴集团新零售主管陈

华丽说。

卖得好，离不开精深加工。珠海斗门水产

深加工示范园内，集中建设了 36 万平方米水产

品深加工厂房以及 10 万吨低温、超低温冷库。

目前，多家外地水产品深加工企业已签约入园，

一些本地水产企业也纷纷加强深加工产品研

发，开发出鱼酱、鱼柳等产品。

高州市根子镇桥头村是远近闻名的荔枝产

业村。在桥头村，游客不仅能在风雨廊桥上，观

两岸荔枝林、看水清岸绿，欣赏秀丽的乡村美

景；还能在农家小院，品尝特色农家美食。

“产业链越长，产业的生命力就越强。”在根

子镇党委书记袁海峰看来，只有不断催生新业

态，才能让小荔枝变成大产业。根子镇元坝、柏

桥、茅坡等村及周边地区形成的荔乡产业带，除

了 种 植 、加 工 外 ，还 大 力 发 展 民 宿 、文 旅 等 业

态。 2021 年，产业带累计接待游客超 200 万人

次，荔枝产业链创造产值达 4.2 亿元，在元坝村，

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5.8 万元。

强化政策帮扶，乡土人

才成为产业振兴生力军

走进高州市丰盛食品公司实验楼，水果自

动抛光机、去核机等机器安静地矗立在一楼展

示厅里。

“以前果肉去核只能依靠人工，要整夜守着

炉 火 烘 干 ，耗 时 费 力 。”公 司 负 责 人 何 达 为 自

2012 年返乡创业以来，一直在研究自动去核装

置。如今，第五代去核机已研制成功。“与人工

相比，自动去核效率高出近 10 倍。”何达为说。

效率提升，收购量猛增。2021 年，何达为以

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鲜果，带动周边近 360 户

荔枝种植户增收近 350 万元。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正

在被激活，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乡村振兴。高

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龙国源说，这些爱农业、爱农

村、懂科技、懂市场的高素质农民正是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希望所在。“这几年，有上百名大学毕业的年

轻人回到家乡创业，把祖祖辈辈挑着大筐找买家的

荔枝，通过互联网卖到了全世界。”

在“12221”市场体系牵引下，广东多措并举，

将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经理

人等作为培训重点，开展产业发展、农业技术应用

等多个领域的技能培训。围绕农产品种植、加工、

销售全产业链聚合起一大批乡土人才，有 1 万多

名 95后成为农产品电商的新生力量。

人 才 帮 扶 机 制 不 断 完 善 。 目 前 ，“12221”

已联动财政、商务、海关、电商、物流等各方力

量，形成了社会化扶农助农机制，帮助返乡人

才 突 破 创 业 瓶 颈 。 建 设 各 类 产 业 园 ，推 动 种

养更加科学、规范，提升品质保障；让仓储、包

装 、加 工 、物 流 等 环 节 进 入 田 间 地 头 ，破 解 了

农 产 品 保 鲜 难 题 ；搭 建 购 销 平 台 吸 引 客 商 前

来 采 购 …… 在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教 授 周 建 华 看

来，通过市场化运作机制凝聚各方力量，以培

育 乡 土 人 才 夯 实 产 业 发 展 根 基 ，是 促 进 乡 村

特色产业振兴的有效举措。

“返乡创业正好赶上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大好时机，‘12221’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把创业过

程中的难题逐一解决，我们发展产业、和乡亲们

一起致富的信心更足！”何达为说。

广东探索建立现代农业市场体系，发挥联农带农作用

乡村特色产业的增收“密码”
本报记者 贺林平

返乡创业，
为杨梅建大棚

“ 好 不 容 易 考 上 大

学跳出了‘农门’，非要

再 回 到 山 沟 沟 里 当 农

民，咋想的？”每当听到

这些话，朱旭辉都会说，

“因为我的家在这里。”

朱旭辉的家乡在浙

江小城仙居。这里钟灵

毓秀，不仅有自然造化的

鬼斧神工，也给世代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一

方世外桃源般的天地。

说 起 仙 居 ，很 多 人

首先想到杨梅。今年 6
月，“仙居杨梅 60 元一颗

出口迪拜”的新闻，让这

座 小 城 着 实 又 火 了 一

把。经常有人说，“中国

杨梅看浙江，浙江杨梅看

仙居”。在仙居，不少村

民家里世世代代种杨梅。

大学毕业后，朱旭

辉在杭州从事品牌管理

工作。两年后，辞职回

乡，开始了杨梅种植。“很

多人说我头脑发热，但我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家

乡的杨梅是陪伴我长大

的伙伴，就连我的学费都

是杨梅换来的。再说，

我 从 小 就 对 农 业 感 兴

趣，大学学的也是农林

园 艺 技 术 专 业 。 这 条

根，我断不了。”他说。

成为一名专职“梅

农”后，朱旭辉开始了农

耕的生活，尽管辛苦，但

干劲十足。可是不久后

的挫折，把他打“蔫”了。

“ 温 湿 度 多 少 最

好？”“怎么提高土壤肥

力？”一连串的技术难题不断提醒他，自己还是个

杨梅种植“门外汉”。

不会种，就学。向书本学、向老一辈梅农学。

渐渐地，朱旭辉摸索并总结出了一些杨梅种植经

验，也发现了杨梅生长过程中的“先天病”。

杨梅喜温暖、阳光充足的环境，却又耐寒不耐

旱，因此高温烈日是“天敌”。此外，它虽喜湿润，

但因其无表皮、果“娇嫩”，害怕风吹雨打，十分脆

弱。恶劣天气不仅影响杨梅的产量和品质，收购

价也会大打折扣，受了伤的杨梅只能卖到正常价

的 1/4。所以老一辈过去总说，种杨梅是“靠天吃

饭”的活儿，一遇天气变化，为防止杨梅减产，全家

老小都得去山上盯着，耗时又费力。

但在朱旭辉看来，现代农业早已插上了科技

的翅膀，在“不和老天爷作对”的前提下，一定会有

其它的解决办法。

经多方学习，在县农业科技人员的指导下，朱

旭辉把眼光盯上了智慧大棚。有了它，杨梅再也

不用怕蚊虫叮咬、鸟啄及刮风下雨了。

可是，搭建大棚成本较高，家里 50 亩大棚建

起来要 400 多万元。在团县委、县农业农村局专

项补贴，以及家人的支持下，资金难题终于解决，

“大棚计划”得以推行。2019 年，20 亩杨梅大棚建

起来了。

智慧种植，打造“未来农场”

朱旭辉的智慧大棚内装了智能控制系统，即

便人不在山上，通过手机也能看到大棚内部的温

度、湿度等环境数据，点一下手机屏幕便可一键操

作大棚开合。

白天温度高了，手机点一点，大棚里的喷灌系

统会自动给杨梅树喷水；晚上湿度过高，大棚可实

现自动开膜，让杨梅吹吹风，呼吸新鲜空气；刮风

下雨了，点下手机，大棚便自动卷膜，棚内杨梅再

不会被风吹落、被雨打掉了；土壤肥力不足了，把

肥料配好，点下手机就可以自动施肥……精密的

数字化调控下，大棚杨梅保持了较好的品相和甜

度，不仅可以提早 20 天上市、产量提升一半以上，

价格也能卖得更高。尝到智慧种植甜头后，今年，

朱旭辉又建起了近 30 亩二期大棚。

杨梅采摘期也就两周多点，不仅果期短，还很

娇贵，不耐存储，“一日色变，二三日味尽失”。鲜

度是杨梅的生命，每年收获季，种植户不得不起早

贪黑争分夺秒采摘杨梅。为了跟时间“赛跑”，采

摘过程中，人工磕磕碰碰少不了，过去，杨梅损耗

率非常高。

向技术人员请教后，朱旭辉在山上装了“小火

车”。如今，一辆辆“小火车”在海拔 300 多米的乌

岩山上蜿蜒行驶，不仅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还

大大降低了杨梅运输过程中的损耗。

为了进一步提升杨梅种植的精细化管理水

平，最近朱旭辉琢磨着再购置几台无人机，填补施

肥空白，努力将这片杨梅园打造为更具科技含量

的“未来农场”。

放眼全国，像朱旭辉一样的高素质农民还有

很多。近年来，一批又一批的返乡创业青年深耕

科技强农、科技兴农，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人才基

础。“今后，我会继续用自己所学反哺家乡，力所能

及地为其他梅农传授大棚管理等经验，和大家一

起畅通收购链、拓宽销售链、完善运输链，带动梅

农共同致富。”朱旭辉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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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个农业品牌，不可能一蹴
而就，必须尊重农业发展规律和市场
规律，扎扎实实、久久为功

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通知，推介

2022 年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五常大

米、洛川苹果、东港草莓等品牌农产品均位列其

中。这些品质优、信誉好、竞争力强的品牌农产

品从广袤田野走出，既扮靓了消费者的餐桌，也

给乡亲们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入。

农业品牌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

近年来，随着品牌强农战略的加快实施，乡

亲们的品牌意识大大增强，各地农业品牌数量

快速增长，品牌效益显著提升，为助推农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数据显示，目

前，我国省级重点培育的区域公用品牌 3000 多

个，脱贫地区品牌农产品平均溢价超过 20%。

应当看到的是，当前，我国农产品品牌众多，

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品牌竞争力影响力

带动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面向未来，加快推进

品牌强农，让更多的农业品牌亮起来强起来，既

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更合理配置，催生新业态、

发展新模式、拓展新领域、创造新需求，促进乡村

产业兴旺，也有利于更好发挥市场需求的导向作

用，增加有效供给，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与此同时，品牌效应的有效发挥，

还能进一步挖掘和提升广大农村优质农产品资

源的价值，增强广大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能力，

让他们更多分享品牌溢价带来的收益。

让更多农业品牌亮起来强起来，首先要培

优品质，夯实品牌发展根基。品质是品牌的前

提和基础。消费者选择品牌农产品，看中的也

是品质有保障。所以强品牌首要强品质，要严

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坚持质量第一，坚持绿色

发展，推动减肥减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加快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认

证，完善全产业链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增强农业

品牌核心竞争力，以高质量供给筑牢品牌根基。

让更多农业品牌亮起来强起来，还要加强

创新驱动，让农业品牌活起来。打造农业品牌

需要传承，让品牌弘扬优秀的农耕文化，延续历

史文脉，为特色产业发展赋能。同时也要与时

俱进、创新发展，与现代元素充分融合，提升产

品科技含量。加强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仓

储、物流、营销，特别是要加快补上冷链物流等

短板，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在提高综合效益

上做足文章。在数字消费时代，还要不断推动

农业品牌营销内容，技术、模式、业态和场景创

新，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推进品牌营销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让更多大而美、小而特的农业品牌走

向大市场。

农产品品牌做优了就有吸引力，做强了就是竞

争力。打造一个品牌，带活一个产业，富裕一方农

民，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尊重农业发展规律和市场

规律，扎扎实实、久久为功。顺应消费需求升级，持

续擦亮农业品牌，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更加有力支撑。

让农业品牌亮起来强起来
常 钦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城关镇的田野

里，机声隆隆，一派繁忙景象。

图为城关镇张河社区农民驾驶拖拉

机在农田里机耕作业。

康红军摄（影像中国）

冬闲人不闲

田间农事忙

■乡村新事乡村新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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