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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乡村做好乡村““土特产土特产””文章文章R

一颗安徽砀山酥梨，区域品牌价值达 190
亿元，带动梨农年增收 2.5 亿元以上，成为强县

富民的“金果子”。一块连城红心地瓜干，衍生

出五大系列 160 多个品种，销量占国内市场的

80%。一块云南鲜花饼，花香沁人心脾、甜而不

腻，形成了“千家企业、百亿产值”的产业格局

……大江南北，广袤乡村，一个个“土特产”特

而优、特而美、特而强，让人印象深刻。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

要途径。“土特产”如何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

地风情？如何找准路子，把好资源转化成好产

业？记者进行了采访。

立足资源优势，塑造
竞争优势

黑龙江省安达市的鞍达实业集团奶酪生

产车间，醇厚的奶香扑面而来。发酵架上，一

排排乳黄色的硬质奶酪已经成形。“鉴定合格

的鲜奶经过脂肪分离、凝乳、切割等环节，还要

经过半年左右发酵。”车间工作人员轻轻翻动

奶酪，检查发酵情况。

安 达 市 处 于 世 界 著 名 的 奶 牛 黄 金 饲 养

带。在这里，100 多年的手工奶酪生产史，30 多

个现代标准化规模养殖牧场，加上数家农业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成 就 了“ 中 国 奶 酪 之 乡 ”的

美誉。

“奶酪是奶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性

产品之一，发展奶酪产业对综合利用奶源、优

化乳品供给、带动乳品消费有重要作用。”全国

畜牧总站二级研究员张书义说，目前，我国奶

酪消费量仅占乳品总消费量的 1.4%，提升空间

还很大。

适 应 市 场 变 化 ，让“ 土 特 产 ”更 有 竞 争

力。“奶酪发酵周期长，硬质奶酪是我们最大

的特色，但在发展中不能因循守旧。”鞍达实

业集团董事长王增礼介绍，鞍达奶酪在当地

很受欢迎，线下市场占有率在 80%以上。企业

还研发出手指奶酪、即食鲜奶酪等系列新产

品 ，满 足 消 费 者 多 样 化 需 求 ，进 一 步 打 响

品牌。

品牌的生命力在于品质。提高品质，要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源头强化竞争

优势。

在安达市安达镇光明村绿生源现代养殖

场，100 多头奶牛正在悠闲地咀嚼饲草料。“我

们的牛吃得可讲究了！”总经理周现平介绍，除

了当地特色的优质羊草，还添加了裹包青贮燕

麦，“这种饲草料清香多汁，适口性好，水溶性

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苜蓿干草还高 1 倍，有助于

改善奶牛体质和产奶质量。”

从去年开始，安达市开始探索玉米套种燕

麦模式，试验地块平均每亩玉米产量 742.6 公

斤，基本与常规种植持平，燕麦产量 1108.2 公

斤（含水），实现种一亩地“多得一吨燕麦草”。

“这一模式有助于突破奶牛优质饲料供应

瓶颈。”安达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喜刚说，除了

丰富饲料供给，当地还考虑选育以收获籽粒为

主的燕麦品种，促进半干旱区域农牧交错带稳

粮增饲、农牧融合发展。

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打造高品质、好口碑

的“金字招牌”。目前，全国绿色、有机和地理

标志农产品累计超 6.7 万个。今年，农业农村

部还将实施乡村重点产业提升行动，培育更多

乡土特色鲜明、主导产业突出、质量效益高的

乡村产业。

延伸链条融合发展，
擦亮“土特产”品牌

河北省馆陶县翟庄村的温室大棚里，一根

根黄瓜顶花带刺。“种好越夏这一茬，能收到 8、9
月。”翟庄村种植大户王海龙在大棚里忙碌，一

年三茬轮换交替，让黄瓜四季不断。

“ 种 了 30 多 年 ，黄 瓜 是 村 里 最 亮 眼 的 名

片。”村党支部书记王维岭介绍，翟庄村发展了

950 多个黄瓜大棚，辐射带动周边 20 个村。目

前，馆陶黄瓜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省区

域公用品牌，凭借品牌溢价，种植户每年增收

2000 万元。

馆陶黄瓜有啥特色？“咔嚓”，翟庄蔬菜种

植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鑫掰开一根黄瓜，又用手

对在一起，两截黄瓜紧紧贴合，横着、竖着都掉

不下来，“咱这儿的黄瓜干物质含量高，清脆爽

口，还有微微的甜味。”

“我们这儿温差大，土质呈弱碱性，适合种

黄瓜，在品种上我们选择的是‘津优’系列，水

分、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含量较高。”馆陶县蔬菜

办主任张大鹏介绍，为了提高种植效益，县里

与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合作，共建实验实践基

地，每年育成优质黄瓜秧苗 1 亿株。同时，还开

发了“黄瓜智能化育苗器”“可升降式黄瓜爬藤

架”专利产品，科技贡献率达到 70%以上。

在翟庄村黄瓜交易市场，一车车黄瓜从这

里销往各地。“品牌黄瓜不愁卖，一斤比常规品

种贵 2 角。”王鑫算了笔账，一亩大棚年产黄瓜

5 万—6 万斤，纯收入能达到 3 万多元。目前，

馆陶县黄瓜种植面积稳定在 10 万亩左右，去年

总产值达 16.12 亿元。

小黄瓜如何做成大产业？

在翟庄村大型黄瓜腌制厂，工人正在将酱黄

瓜装箱，瓶身印上了醒目的品牌标识，工厂年产

量 300 余吨。村里与天津圣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作研发黄瓜美肤系列产品，建立黄瓜美肤中

心，提升产品附加值。村里还打造了以黄瓜为主

题的博物馆和科普园，吸引了不少游客。

“还是这根黄瓜，拓宽思路，发展空间更广

阔。”王维岭说，依托黄瓜，村里大力发展集加

工、采摘、观光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成了远

近闻名的“黄瓜小镇”。

聚焦优势谋发展，“土特产”可以做出大文

章。今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公布了 199 个 2022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十亿元镇和 306 个

超亿元村。

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要立足特色产业，不断拓展农业多种功

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打造全产业链条，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产村、产镇一体化发展。

传承乡村文化，拓宽
“土特产”发展空间

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玉蓉村，

许多人家都会制作传统脚踏糕。特殊的制作

技 艺 ，让 这 种 年 糕 别 具 一 格 ，口 感 更 细 腻 。

2015 年，大学生沈静娟返乡创业，利用祖传手

艺生产经营年糕。

想把“土特产”做出名堂，也得蹚出新路

子。“做年糕，凭的是技术，靠的是体力，每道工

序都耗时费力。”沈静娟坦言，家里祖辈三代做

年糕，在方圆十里小有名气，但家庭作坊发展

空间有限。

“做好‘土特产’文章，要挖掘市场深度，及

时把握新技术变革和新的市场发展机遇，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

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程郁说，要建立相应生产

标准规范，以标准化建设促进生产提效、产品

提质，结合品牌打造，提升品牌溢价，扩大市场

影响力，增强产业竞争力。

位于玉祁农贸市场东大门的宏凤年糕直

营门店，不仅有传统的白糖糕，还有新奇的火

龙果味年糕和梅花糕。这些年，从村里的传统

老作坊，到 2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沈静娟

和家人努力创新突破，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擦

亮老字号品牌，进一步打开市场。

“在保证口感不变、严格把控品质的基础

上，脚踏糕在切割、包装等环节实现了工厂化

生产。”沈静娟介绍，根据不同年龄群体喜好，

公司开发了 20 多款新口味，年糕半成品速冻

后，配送至各地早餐店、甜品店、高速公路服务

区等，并与一些连锁餐饮品牌合作，开发了烤

年糕、年糕火锅等菜品。

小小“土特产”，承载了浓浓的乡愁。去

年，玉祁街道脚踏糕制作技艺被正式列入无

锡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惠山区

商务局副局长杨晓霞介绍，年糕是南方很多

地区的传统美食，针对脚踏糕制作，当地正在

组织制定相关团体标准，进一步推动标准化、

规范化。每年区里还会推选一批以传统工艺

为主、具有较高知名度、产品品质优良的“名

特优”食品小作坊，鼓励乡村生产更多特色优

质产品。

以传统文化为纽带，更多“土特产”抱团闯

市场。“我们的一款新年礼盒包装，就是与本土

剪纸艺术家陈静怡合作设计的。两种乡土技

艺有机结合，收到了‘1+1>2’的效果。”在区政

府支持下，沈静娟挂牌成立了“乡土人才大师

工作室”，依托当地特有的农村资源和特色技

艺开展公益活动，鼓励更多人才传承和弘扬传

统乡村技艺，做大做强“土特产”。

打好特色牌 拓宽致富路
本报记者 郁静娴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产 业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中之重，做好
“土特产”这篇
大文章，要因地
制宜，“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
让 广 袤 乡 村 产
业更兴旺，让广
大 农 民 生 活 更
富裕

珠峰脚下的西藏日

喀则市白朗县，年产 1.2
亿斤瓜果蔬菜，成了雪

域 高 原 最 大 的“ 菜 篮

子 ”，全 县 3200 多 农 户

从事大棚蔬菜生产，年

人均增收 1 万元以上。

白朗蔬菜产业发展

离不开山东省寿光市技

术支持。为了适应白朗

县海拔高、风力大、光照

强等条件，寿光技术人

员对大棚进行了一系列

针对性改进，定制了防

紫外线的棚膜，创新使

用了固定棚膜的卡槽。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

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

途径。做好“土特产”文

章，要学习借鉴其他地

方的成功经验，也要因

地 制 宜 ，不 能 简 单 照

搬。比如寿光的蔬菜大

棚技术，是当地农民通

过 反 复 试 验 总 结 出 来

的，在白朗县应用推广，

就要结合当地特点进行

针对性改进，大棚才能够“扎根”高原。大棚建设

方案如此，作物的种植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也是如此，只有结合当地的水土、气候等特征，因

势利导，才能为我所用。

做好“土特产”文章，“种什么”同样需要因地

制宜来谋划。每一方水土都有自己独特的物产，

这是“土特产”的自然之根。很多地域标识、制作

方法往往渗透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是“土特

产”的文化之根。要基于一方水土，靠山吃山，靠

海吃海，善于分析新的市场环境、新的技术条件，

用好新的营销手段，打开视野开发好乡土资源。

依托林下资源和气候条件，地处长白山林区的吉

林省汪清县盛产高品质黑木耳，这几年陆续开发

了速发木耳等品种，大力发展电商，小木耳成了大

产业。

做好“土特产”文章，要立足优势、突出特色。

既立足本地，找到最能体现地域特点和当地风情

的产业；又跳出本地，打造为广大消费者所认可、

能形成竞争优势的特色，通过品种、品质、品牌优

化，谋求产业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这方面各地有

不少成功的实践。赣州脐橙、延安苹果、金乡大

蒜、大同黄花等，都扎根乡土，凸显特色，成为知名

度和辨识度高的乡村特色产业，有力促进了农民

增收和地方发展。

“土特产”背后连着千家万户农民的生计，要

科学谋划、科学决策。当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要求深入扎实考察，多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汇

集众智通盘考量，确保把风险降到最低，把效益

发挥到最好。山东省平度市等地成立专家组，对

发展乡村产业项目进行评估把关，类似做法值得

借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做好“土特

产”这篇大文章，要因地制宜，“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让广袤乡村产业更兴旺，让广大农民生活更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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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广西南宁横州市校椅镇石井村，漫山

遍野的茉莉花翠枝摇曳，淡香幽浮。“要摘这种

欲开未开的花苞，这样才能保存好茉莉花的香

气。”花农麻月冬告诉记者，每年 5 月到 10 月

初，都是茉莉花的采摘时节，茉莉花在采摘期

会持续开花，采完一茬又一茬。

茉莉花价值不低。“一斤现摘的茉莉花，卖

到村里的交易市场，行情好时卖 20 多元，一天

至少摘 30 斤，能收入 600 多元。”麻月冬说，一

年下来，家里的两亩花田能带来 4 万多元收入，

过了采摘期还可以外出打工，“日子一天比一

天好，每天干活都特别有劲。”

麻月冬 2009 年刚嫁到石井村时，家里的

两亩地种玉米，主要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这

几年，政府推动茉莉花产业发展，我家借上了

‘ 东 风 ’，腰 包 鼓 了 ，前 两 年 还 建 起 了 三 层 小

楼。”麻月冬高兴地说。

漫步石井村，村道两旁是很多村民新建

的三四层小楼，与茉莉花园相映成趣。

茉莉花已成为横州的富民产业，去年全市

种植面积 12.8 万亩，每亩花田为花农增收 2 万

元以上，茉莉花产业综合总产值达 152.7 亿元，

带动 34 万花农致富。

石井村村民雷文娟因茉莉花过上了好日

子，今年是她在茶厂工作的第七个年头，“家门

口上班，每月工资 4500 元，日子过得踏实。”雷

文娟所在的花茶企业有员工 60 人，每年支付工

资超过 300 万元。

龙头昂，产业兴。横州全市有 130 多家花

茶企业，培育了 50 多个茉莉花茶本土知名品

牌，去年茉莉花茶总产量 8 万吨，总产值达 97
亿元。横州还引进了一批茉莉花精深加工龙

头企业，开发香水、精油、护肤品等高附加值产

品，去年总产值达 4.4 亿元。

产业融合发展走深走实。精美的茉莉绣球、

轻盈的茉莉团扇、浓郁的茉莉精油……横州市中

华茉莉园里，各式各样的茉莉制品吸引游客驻足

购买。茉莉花为媒，今年一季度，横州市共接待游

客 120.1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11.85亿元。

在横州，“茉莉花+餐饮”“茉莉花+康养”等

“1+9”产业群初具规模，产业示范带、试点村及

茉莉花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区的创建，有力促进

茉莉花产业做大做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横州全力推进茉莉花产业高

质量发展，让茉莉花真正成为乡亲们的‘致富

花’。”横州市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中心生产股

股长韦玉全说。

高质量发展，标准化是必由之路。近年

来，横州市在扩大茉莉花种植面积的同时，逐

步完善茉莉花（茶）加工标准体系，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开展标准化生产、标准

化管理，加强质量安全认证。2022 年横州市茉

莉花和茉莉花茶综合品牌价值达到了 218.14
亿元。

“横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的 80%，但产业

产值却只占全国的 20%，这说明我们的茉莉花

产业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广西顺来茶业有限

公司业务经理刘枝盛说，下一步公司将在科技

投入、新产品研发、电商销售、文旅融合等方面

加大力度，不断提升产业价值链。

广西横州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茉莉花开富农家
本报记者 李 纵

本报电 （记者李晓晴）今年是《加快油茶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实施的第一年。记

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各产区一季度已完成油茶新增

种植 233.1 万亩、低产林改造 231.14 万亩，年度计划任

务完成近半；完成补植补造 66.87 万亩，占年度计划任

务的 90.15%。

当前正是油茶种植、改造生产的黄金时段。国家

林草局全面部署，科学推进油茶扩面提质增效工作。

各地积极响应，强化责任担当，从政策、资金和保障上

支持油茶产业发展；各级林草部门主动作为，做好组织

和指导服务。产区各地克服春旱等不利影响，落实方

案任务。其中，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四省总体进度超

过年度计划 60%，湖北、贵州、河南已超额完成年度计

划低产林改造任务。

按照《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 年）》要求，到 2025 年，全国油茶种植面积达 9000
万亩以上、茶油产能达 200 万吨。目前，我国油茶种植

面积在 7000 万亩左右，茶油年产量约 100 万吨。

一季度各产区新种油茶233万亩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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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一些水果品种陆续进入成熟期。近年来，各

地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

色水果种植，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图①：四川省理县通化乡的甜樱桃成熟，当地农户

在高兴地分拣装箱。 严易程摄（人民视觉）

图②：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小稠村，果农

在采摘枇杷。 蒋友青摄（人民视觉）

水果熟了 果农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