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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兴 旺
是 解 决 农 村 一
切 问 题 的 前
提 。 各 地 要 强
龙头、补链条、
兴 业 态 、树 品
牌 ，推 动 乡 村
产 业 全 链 条 升
级 ，把 更 多 的
土 特 产 打 造 成
“爆款”

甘肃天水麻辣烫火

了。一碗麻辣烫的背后

离不开土特产的支撑。

麦积区所产的“麦积花

椒 ”粒 大 饱 满 、麻 味 醇

厚，甘谷县种植的“甘谷

辣椒”色泽好、辣味浓，

火爆的天水麻辣烫，把

“麦积花椒”“甘谷辣椒”

从“隐藏款”土特产打造

成了“爆款”。

黑龙江蔓越莓、吉

林蓝莓、贵州抹茶、四川

鱼子酱……近段时间，

越来越多的土特产火爆

出圈，进一步印证乡村

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目 前 全 国 已 累 计 建 设

180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全产业链产值超过

4.6 万 亿 元 ，辐 射 带 动

1000 多万户农民，彰显

地域特色和乡村价值的

产业体系不断构建，为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产业兴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

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快构建

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

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

产业。

也应看到，当前，乡村产业在规模化、标准化、

品牌化、产业链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各

地要立足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强龙头、补链

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把

更多的“隐藏款”打造成“爆款”。

打造更多“爆款”，关键要打好特色牌，真正把

特色资源变为特色产业。一方面，各地要立足一

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不断补上产加销各环节的

短板，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比如，加快特色

品种和新型农机研发，完善采后处理、加工，建设

冷链物流体系、农产品产地市场等，让土特产种得

好，更运得出、销得畅。另一方面，要不断挖掘农

业多种功能，顺应市场需求，推动乡村产业与深加

工、文化、体育、旅游、康养等深度融合，从单一“卖

产品”向“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转变，促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打造更多“爆款”，要擦亮农业品牌。当前，市

场上叫得响、实力强、带动范围广的农业品牌还不

多。各地应培育龙头企业，积极发展品牌农业、电商

直播等新产业新业态，坚持市场导向，培育出市场知

名度较高的农业品牌。此外，还要坚持政府主导，健

全农业品牌保护机制，维护好区域公用品牌，凝聚合

力闯市场。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

入是关键。打造更多“爆款”，归根结底要拓宽农

民增收渠道。各地应不断完善利益链接机制，提

供就业岗位、加大技能培训，鼓励返乡创业，调动

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产业增值收

益更多留给农民。

广袤田野潜力无限。不断推动乡村产业迈上

高质量发展新台阶，打造更多“爆款”土特产，一定

能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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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近年

来，乡村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去年，我国新建

50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40 个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200 个农业产业强镇，有力推动乡村产业

提档升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提升乡村产业发展

水平，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

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

展和强化农民增收举措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部

署。各地进行了怎样的探索，有哪些做法值得

借鉴？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

增强优质供给，发挥产
业融合乘数效应，把农业建
成现代化大产业

【镜头】

春光融融，几场春雨过后，山东莒南县坪上

镇厉家寨村的一片片樱桃树上已冒出米粒大小

的花芽。

“樱桃清明前后进入盛花期，每年来赏花的

游客络绎不绝。”厉家寨村种植户厉康鑫种了

10 亩樱桃树，这段时间忙着修剪背上枝、花前

杀菌，“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几年我们跟着

合作社搞品种更新、科学管理，果子是越种越

甜。下个月烟台农科院的专家还要来果园给大

伙授课呢。”

莒南县是中国樱桃之乡。依托背风向阳的

近海气候优势，红红的大樱桃成为乡亲们增收

的重要来源。“在俺们村，326 名樱桃种植户个

个都是合作社成员。”厉家寨樱桃种植专业合作

社党支部书记滕厚玉介绍，为了提高樱桃品质

和抗风险能力，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建立起万

亩优质大樱桃基地，带动全镇 6800 余户农民种

植大樱桃，每年人均增收 6000 元以上，村集体

增收近 60 万元。

这些年，眼瞅着各地种樱桃的越来越多，如

何把樱桃这个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莒南人动起

了脑筋。

适 应 市 场 需 求 ，调 整 种 植 结 构 是 一 条 路

子。“去年合作社樱桃产量 400 万斤，基本都通

过电商卖到了全国。”滕厚玉说，合作社鼓励种

植户将一批老品种更新换代，引进的新品种不

仅在个头、甜度上优势明显，而且果肉硬度较

高，发快递、长途运输都没问题。

背靠交通枢纽，农文旅融合发展有潜力。

坪上镇办了 10 多年樱桃节，不少村民搞起了采

摘游，吃上了旅游饭，但规模还较为分散。莒南

县文旅集团董事长徐波介绍，依托厉家寨农文

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今后两年时

间将打造总长 20 公里的大樱桃园生态观光旅

游专线，优化“百里樱桃一条线，万亩樱桃一个

园，百万棵樱桃连成片”的产业布局，通过“一企

带多村”共同富裕新模式，更好地带动沿线两镇

八村农家乐、民宿等休闲旅游业发展。

在坪上镇的一处施工场地，配套建设项目已

经开工。“三产融合发展，一产是基础。”徐波说，除

了挖掘文旅资源，项目还将支持农户建设智能化

温室大棚，以及预冷、冷藏和物流设施，帮助当地

大樱桃实现早上市和错季销售。同时，加大传统

连片村落的保护及提升改造，围绕大樱桃等产业

形成乡村“微工厂”、农业技术培训中心等乡村产

业集群，不断提高特色产业竞争力。

【专家点评】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员张照新：

近年来，乡村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一批乡

土特色品牌竞相涌现，农文旅融合加速推进。

也应看到，进一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提升农产品发展的规模和品牌效应，还有很大

的空间。

从产品本身看，优质产品少、品牌影响力弱

是当前一些乡村特色产品面临的突出问题。从

产业体系看，部分特色产业仍然存在产业链不

完整、供应链联结不紧密等短板。一方面，应顺

应消费需求变化趋势，加快品种培优和品质提

升，增强优质农产品供给，减少同质化竞争。另

一方面，要引导不同环节的各类主体强化分工

合作，打造产业化联合体，构建从田头到餐桌的

高效协同机制，提升供应链的效率和稳定性，更

好地发挥产业融合乘数效应，为因地制宜培育

和发展新业态注入更多的活力，真正把农业建

成现代化大产业。

延长农业产业链价值
链、提高产业韧性和市场竞
争力

【镜头】

走进黑龙江省宝清县的万里润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深加工车间里，玉米经过粉碎筛粉，

分离出淀粉、玉米皮和胚芽，糖化后的淀粉再经

过发酵、蒸馏等工序，生产出高纯度的燃料乙醇

和氨基酸系列产品。

玉米不仅是口粮和能量饲料，也是重要的

工业原料。“通过深加工，玉米身价翻了 20 多

倍，从皮到胚都不浪费。”公司副总经理姜立新

说，公司每年能生产 30 万吨燃料乙醇、20 万吨

食用酒精和赖氨酸以及 27.3 万吨高蛋白饲料等

多种产品，年产值达 60 亿元。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宝清县年产玉米 40万吨

左右。“地处三江平原腹地，方圆 150 公里范围内

玉米产量可达 1000万吨以上，而加工转化能力不

足 15%。”姜立新介绍，公司每年 9 月中旬开始敞

开收购玉米，直至次年 5、6 月份，年消化原粮达

200万吨。加工车间为当地提供了 1400多个就业

岗位，带动周边运输、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发展。

完备的粮食产业链条，推动玉米深加工节

本增效。姜立新说，公司毗邻神华宝清露天煤

矿和中海石油华鹤煤化有限公司，具有丰富的

能源和化工原料优势。依托行业先进的菌种和

发酵工艺，运用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实现连

续自动化清洁生产和热能梯度利用，有效提高

了原料利用率。

“坚持‘农头工尾’‘粮头食尾’，促进传统产

业裂变升级。”宝清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强

说，立足资源和产业优势，县里把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全力打

造以万里润达为主体的百亿元级农业产业集

群，探索推进精制苏氨酸、赖氨酸、玉米肽等玉

米深加工适配衍生项目。截至目前，县农副产

品深加工园已入驻企业 24 家，16 万吨赖氨酸项

目、30 万吨燃料乙醇、高效钾肥等项目相继投

产达效。

【专家点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钟钰：

“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精端”，

农产品加工业对于延长农业产业链价值链长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提提

高产业韧性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高产业韧性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20232023

年年，，我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超过我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超过 99 万万

家家、、全行业营收达全行业营收达 2020..33 万亿元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正农产品加工业正

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最具活力的支柱产业之一。

从国际经验看，农业现代化国家农产品加工转

化 率 超 过 85% ，而 我 国 农 产 品 加 工 副 产 物 的

60%以上未得到综合利用，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与农业总产值比为 2.59∶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主产区建设加工产业园，这对于调动主产区

粮食生产积极性、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具有重要意

义。总的看，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急需

强化统筹规划，补齐产购储加销各环节农业服务

短板，构建一批科技水平高、生产加工能力强、上

中下游相互承接的优势产业体系。特别是要利

用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吸引资金技术，把加工企

业车间建在主产区，逐步破解以初级农产品为主

的供给和农产品深加工及服务滞后的深层次结

构性矛盾，推进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实

现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环节增值。

强化联农带农，把农产
品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
留给农民

【镜头】

“嘎嘎——”江西省瑞昌市洪下乡洪下村，

早上 5 点半，饲养员柯愈昌打开鸭棚卷帘，开始

捡取鸭蛋、挑拣称重。中午时分，电动三轮车在

棚外就位，驻村第一书记刘真锐和几名村民将

一筐筐鸭蛋码齐放稳，再用麻绳绑紧实，准备运

往市区的溢香农产品有限公司。

“公司跟村里签订了包产包销协议，按照市

场价统一收购鸭蛋。每天稳定供应 9000 枚左

右，20 分钟就能送到。”刘真锐说。2021 年，通

过瑞昌市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和定点帮扶单位江

西省市场监管局帮扶资金，村里利用荒山地建

起了现代化设施鸭棚，带动 36 户脱贫户发展蛋

鸭产业，提供饲养、捡蛋、疫苗接种等岗位，月工

资最高能到 4500 元。去年，养鸭场还拿出纯利

润给村里的脱贫户分红。

“现在我们已建有禽蛋加工、馅料制作、烘

焙糕点加工等 36 条生产线，每天光是鸭蛋就能

消化 100 万枚。”瑞昌市溢香农产品有限公司总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泽清说，，发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发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的业的优势优势，，通过通过““公司公司++基地基地//合作社合作社++农户农户””模模

式式，，公司先后建设了公司先后建设了 60006000 亩紫薯基地亩紫薯基地，，组织开展组织开展

蛋鸭标准化养殖蛋鸭标准化养殖 4040 万多羽万多羽，，优化了产品原料供优化了产品原料供

给给，，同时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同时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拓宽拓宽

了他们的致富渠道。

如何更好地帮助乡亲们解决土特产销售难

题？2022 年 11 月，瑞昌市乡村振兴电商中心正

式落成，由市农投公司承建、运营，由溢香农产

品有限公司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共同助力本

土农产品“走出去”。

“酒香也怕巷子深，打通了销售渠道，土货

也成了香饽饽！”在南阳乡罗城村一角，村委会

委员李广健刚刚结束一场直播。去年 4 月，他

在瑞昌市乡村振兴电商中心参加了直播带货培

训。从一开始干巴巴地对着镜头，到如今侃侃

而谈，李广健通过直播间推介村民们生产的腊

鱼、腊肉、干辣椒等土特产，每天都能发出三四

十单。

土特产触网，潜力巨大。在江西，今年全省

将新建 60 个直播带货基地。最近，李广健的直

播间里还卖起了隔壁乡镇的菜籽油、黄花菜，货

架品类越来越丰富。李广健说，今年打算扩充

直播团队成员，同时把省内其他性价比高的农

产品都加进来，让直播间人气涨起来，助力更多

乡亲和消费者一起得实惠。

【专家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副研究员芦千文：

持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要把农产品增值

收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把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摆在突出位置，强化

产业发展联农带农正是一条重要的增收途径。

近年来，各地在产业发展中创新机制，形成订单

合同、入股分红、技术服务、务工就业等多元化

利益联结形式。但总体上看，不少产业经营主

体与农民仍停留在土地流转、产品购销等松散

的联结关系上，个别地方忽视市场规律、追求

“短平快”，以高租金、高分红等诱导农民盲目开

展规模种养的现象仍然存在。

建立松紧有度、持续稳固、互惠共赢、共同

发展的联农益农机制，有助于激发农民参与的

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

要将乡村产业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钩，

为农民提供多元灵活的收益分配选择和共享共

赢的产业参与机制，比如把产业链更多环节留

在当地，为青年农民提供全产业链创业就业机

会会，，为老年农民和留守妇女创造更多灵活就业为老年农民和留守妇女创造更多灵活就业

岗位岗位。。另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提供面向乡村的全面发也要提供面向乡村的全面发

展平台展平台，，比如通过组建行业协会比如通过组建行业协会、、联合体联合体、、联盟联盟

等等，，提供技能培训提供技能培训、、产销对接产销对接、、创业孵化等服务创业孵化等服务，，

把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培育成乡村产业振兴的骨把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培育成乡村产业振兴的骨

干力量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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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升乡村产业

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

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

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把“三个提升”作为有力有效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进行了具体部署。

从本期开始，本版推出“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系列报道，深入采访

各地围绕“三个提升”进行的实践探索，敬

请关注。

——编 者

■■深度观察深度观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R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图①：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民进村双丰

有机茶园里，采茶工正在采摘春茶。

谢尚国摄（人民视觉）

图②：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隆家堡乡步

云坪村，300 多亩油菜花竞相开放，成为周边热

门的旅游打卡点。 田 敏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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