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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艳 梁嘉伟

谷雨过后，正是永顺莓茶上市的好
时节。在茶园，茶农指尖轻轻一捻，就把
莓茶最鲜嫩的芽尖儿摘下。这是莓茶品
质最好的部分，以此冲泡出来的茶，汤色
金黄润泽，味道醇厚回甘，深受消费者
喜爱。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处武
陵山区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永顺县，有着极具地域特色的农业资源，
除了与黄金茶、古丈毛尖并称湘西“三杯
茶”的永顺莓茶，还有猕猴桃、油茶、烟
叶、柑橘、中药材、商品蔬菜、特色养殖
等，“土特产”遍布永顺的各个角落。

为了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业农村部立足
永顺发展实际，扎实做好定点帮扶工作，
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着力培育壮大帮
扶产业，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在农
业农村部的帮扶指导下，永顺县因地制
宜编制了《永顺县山地特色生态农业发
展总体规划》《永顺县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等，深入开展特色产业“南
提质、北扩面”行动，逐步构建起“一轴五
综四带两区”的山地特色生态农业融合
发展总体布局，建成猕猴桃、柑橘、茶叶
等特色产业基地 143 万亩，入选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 5 个、国家农业产业强
镇两个。2023 年，永顺成功创建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验收通过。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是富民强县的
千秋大业，是加快科学发展的根本大计，
是农业强县建设的必由之路。”永顺县委
书记彭军表示，永顺将依托生态良好、气
候宜人、土地肥沃无污染、土壤富硒等自
然资源禀赋，通过建基地、强龙头、深加
工、创品牌，大力发展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产业，坚持做好“土特产”文章，延长产业
链条，把优势做优，把特色做特，进一步

推进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让“土特产”品牌叫得响

“土特产”是劳动人民在日常生产生
活中利用自然资源一步步培育形成的，
有着一定的发展优势与生产习惯。如何
让以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山货，摇身
一变成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土特
产”，品牌是其中的关键要素。

一方面，永顺积极申报“两品一标”
产品认证，让官方认证为“土特产”代
言。如今，永顺拥有“两品一标”认证产
品 70 个，其中绿色食品认证产品 62 个、
有机农产品认证 4 个，永顺莓茶、松柏大
米、永顺猕猴桃、永顺蜜橘获得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保护。2023 年，永顺莓茶和
永顺大米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身份加码”让“土特产”的地方特
色更加鲜明，产品品质也更有保障。

另一方面，永顺努力打造地方特色
农产品品牌，以品牌赋能特色产业发
展。永顺县松柏镇、颗砂乡等乡镇盛产
大米，米粒色泽透亮、口感香软，历史上
曾是土司王朝的贡米。近年来，为了进
一步推动颗砂优质稻走出深山，颗砂乡
根据不同的产品定位打造了“颗砂”“土
司王朝”“荞娭毑”等众多品牌。“目前颗
砂乡米除了在省内备受好评，还畅销于
广东、浙江等地，年销售额超5000万元。”
永顺和顺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向
先金说。

此外，永顺还陆续培育优化了沃康
山茶油、松柏大米、古韵溪洲·莓茶、不二
莓、九官坪紫荆莓、“木房子”腊肉、“自然
湘”食品、果王素等农产品品牌，培育壮
大了一批骨干企业品牌，进一步擦亮了

“土特产”品牌。

让“土特产”叫好更叫座

为了更好地发挥品牌效应，让“土特
产”走出深山，走进消费者的视野，永顺
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抓手，大

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目前产业园围绕‘生产+加工+科

技+流通+服务’统筹布局，通过集聚农
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电子商务等产业，
补强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切实推
动产业振兴。”永顺现代农业产业园服务
中心主任彭秀洪介绍，产业园不仅引进
和培育了老爹生物、沃康油业、万源生态
等州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30 家，新建加
工生产线 12 条，还引进了阿里巴巴集团
在园区建成湘西首个菜鸟产地仓，打开
农产品进城通道。

“产自永顺的猕猴桃、柑橘等优质农
产品通过菜鸟冷链走向全国，物流成本
大大降低，不仅如此，电商平台的品牌效
应进一步带动农产品销售，销售价格同
比增长30%~45%。”彭秀洪说。

为了进一步开拓销售渠道，在农业
农村部的帮扶指导下，永顺大力推动农
业企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
加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国际农产品交
易会、全国农产品展销周、中部农业博览
会等活动，开展品牌宣传与产销对接。

“我们还积极推动永顺县整合全县农特
产品资源，与中国供销集团旗下的‘832’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合作，
成为湖南省首家‘产业帮扶示范县’，共
同培育一批‘五优标准’特色产品进入

‘832优选’，通过‘平台+政府’合作模式，
以优势特色产业品牌为引领，推动全县
143 万亩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成功将

‘永顺莓茶’等区域公用品牌推向全国政
采市场。”农业农村部挂职干部，永顺县
委常委、副县长姚二强说。

同时，农业农村部协调推动永顺县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等签
订合作协议，为产业发展注入新质生产
力。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永顺猕猴桃试验站，国家产业技术体系
猕猴桃岗位科学家齐秀娟带领攻关团队
引进 15 个猕猴桃新品种开展试验种植，
助力永顺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让“土特产”托起“金饭碗”

永顺县毛坝乡莓茶种植历史悠久，
域内分布着众多上百年的古莓茶树，对
当地村民而言，莓茶是经济收入的重要
来源。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村集体经
济，2022年，毛坝乡按照“村村联合、村企
联建、以强带弱”的思路，成立湖南省青
妹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探索农村集体
经济整乡推进发展模式。

“我们与全乡 7 个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签订了莓茶收购意向协议和固定分
红协议。”湖南省青妹子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斌表示，通过“1+7”抱团
发展模式，一方面保障了茶农收入来
源，另一方面推动了莓茶产业规模化发
展，通过统一生产标准和产品包装，进
一步增强产品竞争力，提高永顺莓茶的
品牌知名度。

永顺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采用“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运营模式
发展猕猴桃、柑橘等主导产业，带动农民
3.8 万余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
71%。“目前园内村集体经济平均收入
28.5万元，农民可支配收入达 1.68万元，
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3.91%。”永顺现代农
业产业园办公室主任杨月说。

此外，永顺还积极推广“生产托
管”“折股量化”等联农带农模式，让产
业发展红利惠及更多农民。“生产托
管”模式主要是由合作社进行全过程
规范化生产管理，以解决劳动力不足，
增加农户收入。“折股量化”模式主要
是将财政奖补资金中的 50%作为村集
体股金入股经营主体，推动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

姚二强表示，下一步，永顺将继续落
实产业帮扶政策，持续做好“土特产”文
章，让永顺“土特产”叫得响、卖得俏、种
得好的同时，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金
饭碗”，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以“土特产”写就致富经
——湖南湘西州永顺县深入推进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综述

□□ 贾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近日，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镇里堌
乡常洼村荠菜加工车间内，工人正在忙着
加工荠菜产品。“在这里务工，既能照顾年
迈的老人又能照顾上学的孩子，每天还能
领到100多元工资，非常满足了。”常洼村村
民周红丽一边忙着分拣荠菜一边说。

地处豫东平原的虞城县，过去长期重
复着冬小麦与夏玉米轮作的种植模式。为
增加群众种植收益，当地多个乡镇积极引
导群众利用玉米收获后、小麦种植前的一
两个月时间，增加种植一茬荠菜，实现既不

“与粮争地”，又能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如今，在虞城县，荠菜种植、加工、仓
储、销售、物流运输等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产
业链。

为向土地要收益，镇里堌乡常洼村“两
委”班子成员看准了蔬菜市场前景，多次外
出考察学习后，确立了“发展特色蔬菜种
植、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思路，大力发

展荠菜、菠菜等特色订单农业种植，靠创新
找出路。2023 年，常洼村通过招商引来了
荠菜、甜玉米、大豆等预制菜加工车间，打
开了特色种植业、加工业的“绿色大门”。

“俺村现在90%以上的村民都在种植荠
菜，村民把荠菜采摘后，根本不愁卖，直接
被荠菜加工车间收购了。”常洼村党支部书
记周秋科说，由于荠菜、菠菜等蔬菜原料需
求和生长周期短的特性，麦收后种植甜玉
米，甜玉米收割后再种植荠菜和菠菜等蔬
菜，改变了传统种植小麦、玉米轮作的模式，
实现小麦、甜玉米、菠菜或荠菜“一年三熟”。

走进常洼村荠菜加工车间，车间负责
人王向阳正在查看生产加工情况。在常洼
村“两委”的支持与帮助下，王向阳入驻村产
业车间加工荠菜。2023年6月，在原有加工
车间的基础上，又新建了生产和包装车间，
并在村里与种植农户签订了荠菜、甜玉米
等收购合同，实现荠菜与甜玉米错时加工。

在虞城县，每当荠菜收获期到来，田间
可见一片片绿油油的荠菜长势喜人，村民

在地里来回穿梭挖荠菜。“俺村有 3000 多
人，仅种植荠菜大户就有 100 多家，有的是
村民通过自家土地种植荠菜，有的是通过
流转土地种植荠菜，种植面积从 5亩至 200
余亩都有。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的村民
加入荠菜种植这一产业。”周秋科说。

据介绍，荠菜的保鲜和深加工，也成为
常洼村增收致富的新课题。冻荠菜是荠菜
深加工的一种形式，收获季节采收后的荠
菜被制成“真空低温冻荠菜”，直接走进省
内外各大超市等，实现荠菜产品多元供应。

村民周兴春是常洼村的脱贫户，种植
了 8亩荠菜。“按保守计算，8亩地的荠菜平
均亩产能有 2000 公斤，总收成能到 3 万元
左右。”周兴春高兴地说，“如今俺和家人的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

多年来，镇里堌乡持续深挖土地资源，
引导 15 个行政村的村民种植荠菜、菠菜等
蔬菜，常洼村等村庄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
种植专业村。很多村民在家门口成了“上
班族”，村民所种植的荠菜卖给产业车间，

实现双重收益。“今天有14名村民来车间上
班，其中6名脱贫户，每天工资能拿到80元
以上。”王向阳说。

据了解，2023年，虞城县荠菜种植面积
达 12 万亩，年产量达 27 万吨，全产业链产
值达44亿元。虞城荠菜不仅在周边省份销
售，还通过电商销往全国各地，经济效益非
常可观。这也使得王向阳的信心越来越
足，“我认真研究过，荠菜有很大的市场。
未来我打算结合当地政策，扩建荠菜加工
车间，推进荠菜深加工产业，这样能给村民
带来更多收益。”

“随着荠菜产业的不断壮大，荠菜加工
走上了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轨道，实现
土地资源有效整合，特别是让无劳动能力
脱贫户有了稳定的地租或分红收入。同
时，到荠菜采收季节，周边劳动力弱的妇
女、老人到荠菜加工车间计件加工荠菜，解
决了农民和弱劳动力的增收难题。可以
说，我们乡的荠菜加工‘甜了’好多群众。”
镇里堌乡党委书记常立杰说。

河南虞城县：

一棵荠菜种出44个亿

安徽阜阳市颍东区：
引导农民发展中药材种植

近年来，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
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采取“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引导农
民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种植，促进
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日前，当地种植的 200 多亩中
药材半枝莲迎来丰收，预计亩产超
800 斤，每亩可为药农带来上万元
的经济收入。图为颍东区口孜镇
曹庄村药农忙着在田间收获中药
材半枝莲。

宿飞 摄（来源：大国三农）

本报讯（武蓉 杨政伟 农民日报·
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近日，记者从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获悉，近年
来鄂尔多斯市积极推进农牧业持续发展，
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提高产出，通过科技创
新、绿色转型等方式，采用生态农业、有机
农业等方式，为推动农牧业高质高效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

据了解，近年来鄂尔多斯市聚焦节
能、高产、绿色几个关键点落实玉米密植
高产技术种植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推广 30 万亩；统防统治 415.3 万亩
次；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全市高效节水
面积 410.59 万亩；增设、改善现代设施农
业面积 7291.5 亩；利用黄河水滴灌实现

“干播湿出”技术，实现试验地块节水
50%、节肥 23%、增产 12%，亩均综合收益
提高约 400 元。同时为了长效推进农牧
技术的推广应用和辐射带动作用，已建
立玉米、小麦、辣椒、玉米田杂草监测与
化学除草剂减量控害及“看禾选种”平台
等试验示范面积 1.32 万亩，全市种植业
发展呈现勃发势头。

为全力推进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鄂尔多斯市全面加
强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促进草
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为主线，
通过广泛建立绒山羊、细毛羊同期发情、
人工授精、母羊配种前期-妊娠前期营养
调控技术示范点，肉类、羊绒总产量逐步
增长，年产达到 15 万吨，绒产量 3552 吨，

畜产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同时，该市
依托黄河等水域资源，大力发展渔业养
殖。通过引进新品种、优化养殖结构、推
广先进技术等措施，全市渔业养殖规模
不断扩大，产量稳步提高，并通过加强与
科研机构的合作，引进和研发新技术、新
品种，提高了水产产业的科技含量和竞
争力。目前，全市已在黄河流域盐碱水
域池塘养殖推广示范新品种、新技术
6500 亩，推广“盐碱水鱼虾混养健康养殖
技术”“稻渔稻蟹综合种养技术”“南美白
对虾养殖技术”及“虾生产过程中氨氮及
亚盐防治技术”0.91万亩；在准格尔旗、达
拉特旗、杭锦旗、乌审旗 4 旗落实南美白
对虾池塘养殖 5000 亩和陆基循环水养殖
面积 8000 平方米，在为当地经济增长和
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也极
大丰富了百姓的餐桌。

为推动农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方
向发展，鄂尔多斯市通过坚持用工业化
思维发展现代农牧业，鼓励引导能源企
业加大投资力度，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和设施农牧业发展，提升农牧业装
备水平和信息化水平。依托丰富的农牧
业资源和独特的自然生态条件，积极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
美丽乡村，其中两个嘎查村获评“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12 个村镇获批内蒙古“农
文旅融合示范村镇”，为当地农牧民提供
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也为推
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高效促发展 “水陆”两开花

本报讯（陈彩霞 傅洁 农民日报·
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记者从甘肃省陇西
县了解到，日前，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一届
中药材基地共建共享交流大会上，陇西县
被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
盟授予“三无一全”基地建设示范县荣誉
称号。

据介绍，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
估创新联盟是在农业农村部指导下成立
的社会组织，其前身为2013年成立的中药
材基地共建共享联盟，联盟由80余家中医
药百强企业及大型医疗机构、种植基地企
业等5000多家会员组成。中药材“三无一
全”，即无硫磺加工、无黄曲霉素超标、无
公害（包括无农残超标、无重金属超标、无
使用生长调节剂促进采收器官的生长）及
全过程可追溯。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
量评估创新联盟以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联合行业各方力量，持续推进
GAP 建设和“三无一全”品牌打造，“三无
一全”相关规范已被国家药典委和新版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采纳，并且获
得行业广泛认可。

陇西县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素有
“千年药乡”“天下药仓”和“西部药都”
之美称。近年来，陇西县立足打造“中
国药都”战略目标，抢抓国家高度重视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实施中医药“一
带一路”发展规划，国务院批复在甘肃
建设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和
甘肃省全力支持陇药产业发展的有利机
遇，积极推广中药材“三无一全”标准和
优质药材全过程可追溯，扎实开展中药
材追溯平台建设，全力推动中药材生产
全过程规范化管理，持续推动产地种植
标准化、药材加工精深化、原药仓储规
范化、市场交易专业化、过程监测常态
化、产业发展品牌化，中医药产业实现
了全链条、快速度发展。2023 年，全县
中医药全产业链总产值 353.5 亿元，对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主产区约
40%、全县接近 1/3。

甘肃陇西获评中药材“三无一全”基地建设示范县

□□ 李云铮 张巧

在三十里铺镇锦鲤产业园内，五颜六
色的锦鲤在水池中嬉戏，如同一幅灵动的
水彩画；在锦鲤研学基地，学生们探寻锦
鲤的起源，了解锦鲤与高唐的渊源，沉浸
式体验锦鲤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山东省高唐县立足片区资源
优势和产业特色，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
产业化协同发展，依托省级农业产业园平
台，建成锦鲤产业展示中心。目前，全县
已初步形成以锦鲤养殖为核心，集科研育
种、养殖销售、比赛、文化创意、文旅研学
于一体的产业体系，锦鲤养殖面积近万
亩，年产值达 10 亿元，锦鲤养殖面积 8000
亩，高标准工厂化养殖车间 3.6万平方米，
养殖品种近 30 个，从事锦鲤养殖的农户

390多户，水产养殖企业47家，年繁育优质
锦鲤20亿尾，建有国内最大的优质锦鲤种
鱼储备库。全县先后建成3个国家级水产
健康养殖示范场，4 个省级水产健康养殖
示范场，26 处锦鲤文化观光休闲基地，锦
鲤产业规模和水平位于全国前列。

同时，高唐县加大与水产渔业科研
院校合作，构建由国内知名专家领衔的
锦鲤养殖专业技术创新团队，开展锦鲤
新品种研究培育，为锦鲤产业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现已培育出“池丰
红白”“池丰三色”“驼背龙”“大正”等高
唐特色品种，《高唐锦鲤良种选育及苗
种培育技术研究》等技术水平达到国内
领先，“锦鲤无水挂卵孵化装置”“锦鲤
养殖用旋转式投饵机”等 12 项技术获国
家专利。

山东高唐县：

锦 鲤 绕 塘 产 业 兴

近年来，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出台一系列措施加快建设乡村振
兴产业园区，建微工厂，吸引在外创业者返乡创业，城市人才下乡创业，多措并举促进农
民工家门口务工，优先安排脱贫人口、退役军人、妇女等群体就业，以创业促就业。图为
工人在通城县关刀镇乡村产业园生产车间工作。

刘建平 摄（来源：大国三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