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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一季度，农业（种植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3.8%。”——在中国经济一
季报里，掂量一下第一产业这个
3.8%，既厚重感十足，又含金量满满。

3.8%的背后，是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的强劲势头。黑龙江蔓越莓、

吉林蓝莓、贵州抹茶、甘肃天水麻辣
烫的甘谷辣椒……近段时间，越来
越多的土特产火爆出圈，“土特产”
大有文章可做。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各地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支持打

造乡土特色品牌。如何基于一方水
土，开发乡土资源？如何突出地域
特色，体现当地风情？如何加快产
业化发展，真正形成产业集群？这
些问题已成为各地想要做好“土特
产”大文章的必答题。

一季度，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

“土特产”如何变“顶梁柱”

土特产出圈需要营销，自身的
产品力、品牌力才是决定其能否从

“网红”走向长红的关键因素。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闫永路直言，必须加
快生产、物流、营销、监管全链条升
级，把土特产品培育成富民强村特
色产业，让各地土特产品更有“钱”
景、农民更快增收致富。

一是加快生产模式升级，把土
特产品培育成特色产业。特色化、
原生态是土特产品经济价值的基
础。土特产品能否实现经济效益
规模性转化，形成富民强村的特色
产业，关键在于土特产“小产品”能
否与消费大市场有效对接。

二是加快物流模式升级，把土
特产品培育成互联网商品。随着
我国“四好农村路”加快完善，乡村
道路的通达度和便捷度得到极大
改善，土特产出山进城的交通阻碍
得到有效缓解。但是，一些质优价
廉的土特产品，不易储存、不耐运
输、物流规模偏小，形不成规模化
物流量，仍需升级物流模式，包装
好产品，做好销售。

三是加快营销模式升级，扩大
土特产品知名度和销售量。网络
电商、直播带货等多样化互联网销
售业态将更多的土特产品销售到
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实现了土特
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和销售量跨地

域提升。但是，一些地方对此还认
识不深、重视不够、宣传不足。

四是加快监管模式升级，切实
保障土特产品消费安全和质量是
产品的生命线。土特产品尤其是
食品一旦出现质量安全问题，不单
会打击一个企业，甚至会打击一个
地方的特色产业。一些土特产品
生产企业规模小、产业零散、生产
加工粗放，加强产品质量监管的成
本偏高。加强手工制作特色食品
的质量监管是土特产品发展壮大
中的难题。

（本版稿件由农业科技报·中
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董文兰 参考
《人民日报》《小康》等整理）

做强产品力、品牌力 推动“网红”走向长红

流量时代，其实很多地方和企
业并不太愿意被称作“网红”。来得
快，去得也快，“网红”短命易逝。从

“网红”走向长红，考验才真正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胡凌啸分析认为，我
国丰富的资源禀赋为发展多元化的

产业提供了可能，也造就了百业齐
兴的乡村土特产发展格局。而消费
者越来越重视产品品质和消费体
验，培育土特产的差异化竞争力，需
要从3个方面考虑：一是找准产品
特质，并把这个特质做到极致；二是
向产业链后端或第三产业延伸，比

如开发旅游伴手礼等方式；三是对
产品进行文化赋能和科技赋能。同
时，他表示，这些探索都需要引入更
多的经营主体，包括企业、合作社和
返乡青年，广泛利用优质人力资本，
打造土特产的差异化竞争力。

培育土特产的差异化竞争力 需要从3个方面考虑

土特产很大，我国土特产年产
值近5万亿元，是座名副其实的“富
矿”。土特产又很小，产量少、小众
化一直都是土特产未能彻底撕掉的
标签。

然而，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诸
多小众土特产正在迎来发展的黄金
时代。消费正在从“随大流”走向

“有态度”，重“面子”转向重“里子”，
小众经济也能焕发更大生机，同属
小众的诸多土特产亦是受益者。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农业农村部大数据中心、大数据重
点实验室3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显
示，农村农产品销售加速上行。今
年前两个月，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 1653.9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59%，“地标农产品”成销售“主
力军”，随着即时零售新业态助力，
半日达、次日达“新鲜”送到家，土特
产配送更显便捷、高效。而从消费
热点来看，手工、农家、老字号搜索
热度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支撑土特产发
展新机遇的，不只是市场推动，还
有政府和政策的保驾护航。“天水

麻辣烫”火爆出
圈，就是一个典
型案例。

近日，甘肃
天水以麻辣烫火
热出圈，并带动
当地游客猛增。
为接住这“泼天
的富贵”，天水相
关部门可谓使出
了浑身解数。开
通“麻辣烫公交
专线”，举办麻辣
烫“吃货节”，党政机关大院停车场、
厕所免费向外地游客开放等，从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食品安全与卫生
提升，到住宿服务能力保障、交通畅
行，天水紧抓流量风口，推动“小资
源”持续释放“大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天水麻辣烫”
的出圈，当地独具特色的辣椒、花椒
等农副产品同样功不可没。为做好

“麻辣烫+”这篇文章，天水正在计
划实施产品培育提升行动，一方面，
编制麻辣烫产业发展规划，制定麻
辣烫制作和服务标准，推动产业标

准化、规范化发展，另一方面，扶持
麻辣烫原料种植、保障原料供应，推
动农业与麻辣烫产业深度融合，以
甘谷辣椒、秦安花椒、武山粉条和蔬
菜等原材料为主，发展农产品深加
工和产业链延伸。此外，天水还将
开展麻辣烫制作技艺培训，培养专
业人员，将天水麻辣烫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支持企业开展“互联网+麻
辣烫”模式，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同时，天水将结合丰富的文化
资源，开发麻辣烫文化旅游线路和
产品，吸引游客体验。

市场与政策的双向奔赴

近日，中国农
业科学院重大科技
任务“乡村特色产
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研究”启动会暨首
期“三农科技沙龙”
在湖北鹤峰召开。

据悉，该任务
由中国农科院农经
所牵头，联合信息
所、营养所、作科
所、茶叶所、蜜蜂所
和加工所等8个所
13个优势科研创新
团队和 66 名骨干
成员，设置了 6 个
子任务，重点聚焦
乡村特色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理论探
索、规律探寻、应用
实践等核心任务，
以谷子、茶和中蜂
的全产业链升级与
示范建设为抓手，
对标产业高质量发
展“卡点”“痛点”，
创制乡村特色产业
链延伸、价值链增
值的技术体系、标
准体系、政策体系
以及机制模式，旨
在为提升乡村产业
发展水平、促进农
民就业增收提供系
统解决方案和示范
样板。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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