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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土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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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

这三个字琢磨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对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明确

部署，就如何做好“土特产”指明了方向，

“土特产”虽小，但它的重要性不可小觑，

一头连着广大农民，一头连着千家万户，

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陕西省南北区域跨度大，县域农业特

色鲜明。陕北有苹果、杂粮、养殖等产业，

关中有猕猴桃、葡萄、樱桃等产业，陕南有

茶叶、食用菌、中药材等产业。近年来，陕

西省各县“土特产”产业蓬勃发展，已成为

县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

业。为进一步宣传展示推介各县（区/市）

名优“土特产”，由农业科技报社（中国农

科新闻网/365云上农高会）发起，向全省

各县（区/市）征集名优“土特产”，通过线上

投票，线下综合评选，甄选出最能代表陕

西各县（区/市）特色的“土特产”进行集中

表彰，线上线下宣传展示推介。请各县

（区/市）“土特产”生产加工销售企业积极

参加评选活动。活动具体如下：

活动主题：三秦名优“土特产”征集

评选表彰活动

指导单位：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陕西省乡村振兴局

主办单位：农业科技报社

协办单位：各县（区/市）委宣传部、

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

活动形式：
（一）产品征集。通过各县（区/市）

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推

荐，媒体宣传，全省每个县（区/市）征集

3-5款特色“土特产”产品。（4月15日—6

月30日）

（二）宣传展示。在中国农科新网、

365云上农高会开设专题，集中对参与评

选的“土特产”进行宣传展示，《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头条号、人民号、强

国号、抖音等第三方平台，对参评企业和

产品进行图文音视频全方位进行宣传报

道，提高企业产品知名度和曝光率。（5月

1日—6月30日）

（三）综合评选。评选模式为线上评选+线下

评选。线上评选：搭建投票小程序，将征集的“土

特产”集中全网展示，通过网民投票，评选出各县

（区/市）人气最旺的“土特产”。线下评选：参考线

上评选结果，农业科技报社组织相关领导、行业专

家、媒体代表进行综合评选，每个县（区/市）评选出

1-2款能代表当地特色的产品。再从评选出的产

品中品选出10款最能代表陕西特色的“土特产”。

（7月1日—30日）

（四）专场推介。邀请名优“土特产”企业代

表，走进“鉴宝农高会”直播间，与媒体主持人一起

为企业产品开展专场线上推介活动。（7月1日—12

月31日）

（五）集中表彰。对评选出的特色“土特产”进

行集中表彰。根据综合评选结果，为最能代表陕西

特色的“土特产”颁发“中农优品三秦名优土特产”铂

金奖，为能代表当地特色的产品颁发“中农优品名

优土特产”金奖、银奖、优秀奖奖牌。对获得“中农优

品三秦名优土特产”铂金奖的产品和企业，农业科

技报社组织宣传队，深入原产区进行深入宣传报

道。（第30届中国杨凌农高会期间集中表彰）

活动咨询电话：18710476187（燕军锋）

征集表收件地址：yanjunfeng0904@126.com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

近年来，我国乡村特色产
业蓬勃发展，很多地方的“土
特产”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

要来源。推动产业振兴，要把
“土特产”这 3 个字琢磨透，如
何基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
源；如何突出地域特点，体现
当地风情；如何真正建成产

业，形成集群？
围绕这些问题，记者进行

了实地探访，看各地如何念好
“土”字诀，打好特色牌，壮大乡
村产业。

乡土资源、地域风情、产业集群……

“土特产”3个字要这样琢磨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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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滇红茶做多少卖多少，

供不应求。”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

山镇安石村老茶农李映华说。

红茶做得好，关键看手艺。“萎

凋、揉捻、发酵、烘干，红茶制作技艺

相同，但不同制茶师做出来的口感

不一样，差别在火候。”李映华说。

安石村是滇红茶发源地之一。

“卖了这么多年滇红，不仅卖茶，茶

文化潜力也很大。”安石村党总支副

书记李迅说。走进村里，能够感受

到浓浓的文化气息，以前的制茶车

间变身滇红茶博物馆，游客不仅能

在这里了解滇红茶的历史，还能在

茶山采茶、亲手制茶。

成立合作社，开发茶科技、传播

茶文化，以茶促旅、以旅带茶，安石

村这个古老的茶叶村打开产业发展

新篇章，探索出三产深度融合的发

展新路径。

不只是开发“土特产”的文化价

值，挖掘农村生态新价值，也让“土

特产”翻出新花样。

这个季节走进昆明市宜良县狗

街镇小哨社区，山地广袤，雨水唤醒

了一朵朵野生菌。小哨社区拥有

1.5 万亩林地，森林覆盖率高达

70%。茂密的森林孕育了丰富的林

下资源。

村民毕冬琼用手轻轻拨开干巴

菌窝附近的杂草，露出刚采摘完后

留下的干巴菌的白色嫩肉。“现在大

家照看林子都精细得很，因为只有

好林子才能长出好菌子，护好生态

就是守好钱袋子。”她说。

生态好了，收益高了。小哨社

区食用菌和经济林干鲜果收入占到

一半以上。好生态还带旺了乡村旅

游。菌山周围筹建有15家“森林农

家乐”，田园风光、垂钓采菌、民俗美

食相融合的特色乡村游，年平均接

待游客近32万人次。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合光说：“乡村具有

独特的文化传承功能与宝贵的青山

绿水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不仅要

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还要注重在

保护和传承中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

掘乡村多元价值，让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真正实现产业兴、农民富。”

（据《人民日报》、中国农网）

这段日子，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

和福隆水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王钰鑫刚参加完柏林国际果蔬

展，又马不停蹄到东南亚洽谈合作。

“发展大蒜业务，不光盯着国内

市场，也要开拓国际市场。”王钰鑫

说，国际市场有增长潜力，但也要面

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汇率波动、

海运价格起伏等，离不开政策帮扶。

“土特产”如何克服困难漂洋

过海？

落实产业帮扶政策。“我们推动

成立了对外贸易便利化服务中心，

2019年建成启用了济宁内陆港，港

口码头功能延伸到金乡，简化报关

手续，便利大蒜出口。”金乡县商务

局副局长宋华说，“去年金乡大蒜出

口实现较快增长，出口量占到全国

70%左右。”

新技术为乡村产业插上了翅膀。

在金乡县凯盛国际农产品拍卖

交易中心，采购商可以通过手机应

用软件查看大

蒜等农产品买

卖信息；在金

乡 县 国 际 蒜

都中心，大数

据 平 台 可 监

测 全 国 各 产

区 大 蒜 种 植

面积、仓储、行

情等数据。“数

据更新及时，

蒜农、蒜企无

论是种植、管理存货、销售决策等都

能参考。”大数据平台负责人代彦涛

介绍。

数字化大大提升了交易效率，

也提升了“土特产”的竞争力。目

前，金乡大蒜的品牌价值已达到

218.19亿元。

“今年种了6亩辣椒。”谷雨过

后，金乡县化雨镇王楼村村民王保

全在蒜地里套种辣椒，“辣椒好卖，

亩效益能有五六千元。”

“我们将大蒜与辣椒合并成‘金

乡双辣’品牌，在资源统筹、市场营

销、品牌打造等方面形成合力。”金

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孟新霞介绍。

从金乡大蒜到“金乡双辣”，品牌

驱动让辣椒产业快速发展。目前，当

地已有800多家蒜椒流通、加工等企

业，蒜椒种植、采收、初加工等环节每

年可带动12万农民就近务工。

走进重庆市奉节县永乐镇大坝

村，花果同树，果香四溢，果农方传

贵从树下探出身子，摘下几颗黄澄

澄的脐橙，笑着招呼：“快来尝尝。”

在大坝村，山坡上、田野间种满

了脐橙树。奉节位于三峡库区腹

地，是我国优质脐橙的主产区之

一。不只是大坝村，瞿塘峡两岸，脐

橙树绵延成片。

为何脐橙能在奉节扎下根？奉

节县脐橙产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

刘庆明一句话道出了缘由：“湿度

低、日照足、无冻害，这样的环境，最

适宜脐橙生长。”

除了自然条件优越，乡土人才

也是奉节脐橙成为当地支柱产业的

重要支撑。

作为本土专家，方传贵不仅自己

种了5亩脐橙，平时还为其他种植户

答疑解惑——修剪枝叶、提高施肥效

率、解决病虫害难题……在方传贵等

本土人才带动下，大坝村脐橙种植面

积超过1.2万亩，年产值达1.25亿元。

“我们的橙子可以实现8个月

鲜果销售。”刘庆明说，奉节脐橙有

早、中、晚熟之分，通过错峰上市和

留树保鲜技术，产果能从11月持续

到次年6月。

为了让脐橙扎根乡土、茁壮成

长，奉节在产业发展中把保障农民

利益放在第一位。

2016年，羊市镇和康乐镇建起

脐橙产业基地，由重庆火红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统一提供技术指导、配

方施肥、包装销售，带动农户发展脐

橙近2万亩。

奉节脐橙飞出大山，飞出重

庆。今年3月，10吨脐橙首次出口

到新加坡。目前，全县脐橙种植面

积37.5万亩，年产量40.5万吨，均价

达到每斤3.3元，直接带动果农户均

年收入超过3.5万元。

立足一方水土，“土特产”成为助农增收的“金果果”

全链条升级，“土特产”竞争力越来越强

开发多种价值，让“土特产”翻出新花样

扫
码
下
载
报
名
表

大蒜丰收，金乡蒜农喜笑颜开。方建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