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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带富 美食帮富 联盟促富

兰溪：加快提低扩中 推动高质量发展
薛文春 徐贤飞 朱 窈 陈志恒

六个地标农产品
开拓“提低扩中”渠道

小萝卜、枇杷、毛峰、杨梅、甘蔗、兰江蟹⋯⋯兰
溪是远近闻名的农业大市，目前共有 6 个地理标志
农产品，总数排浙江省第一位。除了刚起步的兰江
蟹，其他5个地标农产品均属种植业，面积占全市种
植业的20.8％，但产值占比却达到31.2％。

为了“提低扩中”助力农户拓宽增收渠道，兰溪
挖掘“地标+”市场潜力，实施“地标富农”计划。这
项计划如何发挥作用？一是果园流转增加散户收
入；二是创建区域品牌帮大户提高溢价；三是数字化
改革突破瓶颈，推动“地标”产业转型升级。

兰溪杨梅远近闻名，种植散户较多。政府鼓励
这一群体连地带树流转，并把一批有意愿、有能力的
种植散户培育成大户，开展规模化种植，再回过头来
带动散户增收。

“如果没有政府背后推动流转，规模经营就无法
实现，散户的收入也就无法保证。”陶奉源是马涧镇
新农夫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拥有130多亩大棚，
带着一批几十亩种植规模的散户。“我们出精品、打
高价、立标杆，散户自然看涨，愈发重视品质，形成良
性循环。”

46 岁的李兴卢原是陶奉源手下的管理工人，3
年前“自立门户”，从别的农户处流转来 200 多棵杨
梅树，再加上自家 100 多棵树，盖起了 10 亩大棚。
平日就靠夫妻俩打理，一部分自销，最精品的则卖给
种植大户。过去，年收入 10 多万元，现在足足翻了
一倍多。

相比个体增收，大户更需要品牌溢价。对此，政
府出面打造区域公用品牌，整合资源、搭建平台，组
织活动、扩大传播，通过办节庆、搞推介、跑展会，来
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带动大户拓展市场
溢价。

兰溪枇杷文化节已连续举办11届，每年都能吸
引将近10万名游客；杨梅节从2005年开始举办，并
参加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推介会，“五十里杨梅
长廊”声名鹊起；“兰江蟹王”争霸赛在李渔故里夏李
村连续举办3年⋯⋯接下来，兰溪计划大力扶持“稻
蟹共养”模式。不出意外，两年内，一个规模超5000
亩的兰江蟹养殖示范集聚区就将呼之欲出。

然而，随着劳动力成本逐年上涨，农产品未来发

展空间有限，如何找到“地标”农产品新增长极？兰
溪试图通过产业数字化来突破瓶颈，先通过数字化
优化生产流程，保证产品品质，再利用数据为品牌营
销赋能。

“我们拟推出‘产业品牌成长指数’，包括品质、营
养、安全、消费者评价等指标，让生产者和管理部门一
眼明白短板所在，又面向消费者，为其选购提供参考，
形成市场倒逼机制。”兰溪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待
杨梅产业转型成功后，将复制到其他地标产业。

根据计划，通过未来三年试点，兰溪将走出一条
“地标富农”系统化解决路径。届时，这 6 个地标农
产品的一二产产值有望达到14亿元，带动村集体年
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村所占比例从 25％提高
到80％，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超过10.2％。

一条美食产业链
带动“兰溪味道”出圈

不到两年时间，全国新开 3000 多家美食店，店
铺日均营业额破万元，带动就业 1 万多人。这雨后
春笋般的“生长”速度，秘诀在于兰溪以美食为抓手，
融合一二三产发展，用一碗面拉起了一条“农户—合
作社—企业—餐桌”的美食产业链。

牛肉面、鸡子馃、肉沉子⋯⋯作为我省首个中国
美食文化名城、2021中国特色美食百佳县市、省“百
县千碗”数字化首批试点县，兰溪拥有300多种特色
美食小吃。如何把现有优势资源做强做大，进一步
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2021 年 6 月，兰溪成立美食发展中心，并实施
产业发展“十大工程”，制定美食制作标准、规范行业
管理、统一店铺装修，推出“兰溪日子 有戏有味”特
色美食公共品牌；每年设立 500 万元专项资金奖补
美食企业。

这也意味着：政府牵头改变以往“一家一户、散
兵游勇”的经营业态，以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为导
向，整合力量成“集团军”，打通了原材料供应链、美
食销售链和人才培养链。“一碗牛肉面，前端承载着
种养业，中间连着加工业，后道带着餐饮服务业、文
化旅游业。”兰溪市主要负责人说，只有美食产业化
才能把“舌尖美味”变成“舌尖产业”。

兰溪市依托 6 大“地标”农产品，打造了果蔬、
肉类、豆制品等生态食材 50000 亩供应基地，保障
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并带动农民增收 6000 万元。
为规范销售链，兰溪市还对牛肉面、鸡子馃等 6 道
美食率先出台团体标准，申请了集体商标；为培养
美食制作人才，兰溪市组建了培训中心，帮助农民
通过美食产业增收致富。自去年以来，该市开设各
类美食班 60 期，培养牛肉面、鸡子馃等地方美食厨
师5000多人。

为帮助更多人创业增收，兰溪市美食发展中
心还与兰溪农商银行合作推出了“美食贷”，通过
走 访 全 市 1277 户 美 食 行 业 商 户 了 解 其 资 金 需
求，并提供收单工具和贷款产品。截至目前，签
约 314 户，授信 6955 万元，极大地缓解了创业者
的资金难题。

有了标准、技术、人才和资金，兰溪大力支持本
地品牌企业、连锁企业“走出去”。高速服务区、五星
级酒店、百年老店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批批统标
店铺不断涌现，兰溪美食正从街头巷尾迈入都市大
舞台，也带动了大批兰溪人外出就业。

位于杭州市古墩路的“游埠小馆”吸引了不少杭
州吃货前去打卡。这家还原兰溪游埠“江南第一早
茶”的餐饮店，成了兰溪美食在省城的有力宣传标
杆。“店里师傅八成以上是兰溪人。”店主张建富说。
此外，兰溪特色小吃“李渔和他的两头乌”已在全国
开设 15 家分店，年销售额近 5000 万元；兰溪“府上
包”已有加盟店420多家，年销售额达3.4亿元。

十大促富联盟
推进“区域统筹”联动

来自绍兴的设计师仁煊，在柏社乡水阁村租下
了一栋闲置农房。经过重新装修，破旧房子摇身一
变成了一间古朴雅致的“网红”工作室；来自义乌的

“新农人”团队租下了位于毛山突村的一间闲置民
房，设计改造后用于“三农”短视频创作⋯⋯

柏社乡地处兰溪北部山区，经济发展较为薄
弱。为了增加经济收入，柏社推出了“柏舍乡居计
划”，把村里闲置房屋的使用权收归村集体，通过乡
政府统一对外招租，按照 10 年起租、一房一价原则

进行管理，寻租者络绎不绝。
“盘活闲置公房和农房，唤醒农村‘沉睡’资源，

是兰溪实施‘北部振兴’联盟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发力
点。”兰溪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说，通过“以点带面”方
式，辐射周边镇村的集体增收，带动低收入农户致
富，推动联盟全区域发展。

由于天然禀赋和战略机遇等原因，兰溪区域经
济发展不协调，尤其是北部乡镇发展较为滞后。为
了激活全域资源，兰溪今年初成立了十大“促富联
盟”：灵洞乡“全域振兴”联盟、畲族村“民族共富”联
盟、“万亩飘香”产业联盟、“梅红天下”联盟、“北部振
兴”联盟、“兰志愿”联盟、“技能共富”联盟、“有戏有
味”联盟、嬉味农旅联盟和“蟹”逅美味联盟。

上述提到的“北部振兴”联盟包括横溪镇、柏社
乡和兰溪农商银行3个核心成员。横溪镇毗邻柏社
乡，位于义乌、浦江、金义都市区三县市交界，地理位
置优越。2018 年，该镇谋划了“横溪镇联建工业标
准厂房项目”，项目涉及 14 个村，总投资额 890 万
元，面积 9700 平方米，征用土地 19.5 亩，2020 年完
工并产生年收益120万元。

有了前期良好的基础，“北部振兴”联盟成立
之后，根据强镇带弱镇、强村带弱村的联盟思路，
不断完善横溪工业功能区建设，辐射带动柏社乡
等北部经济薄弱村发展，成了当地推进共同富裕
示范样板。

作为兰溪市工业强镇，灵洞乡在“全域振兴”联
盟成立后，积极探索实施市场化消薄、抱团消薄等模
式，如洞源、上下郭、板桥、八石溪、烟溪等 5 个村集
体抱团筹措消薄资金1000万元投资红狮集团，约定
收益为年利率 15%，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年均增加
30万元；方下店、龚塘、甘露源、板桥等4个村筹措消
薄资金 500 万元，用于投资兰溪市交通集团方下店
港区建设，约定收益为年利率 10%，各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年均增加12.5万元。

“我们通过联盟实现区域统筹、多方联动、产业共
创、项目共筹，变‘单打独斗’为‘组团前行’，积极探索
乡镇‘抱团致富’路径。”兰溪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眼下，一场“提低扩中”推动共同富裕的攻坚行动正在兰江畔如火如荼地展开⋯⋯

为了答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必答题，兰溪围绕“扛旗争先、再创辉煌”工作目标，找准赛道，全力奔跑，通过实施“地标富农”计

划、美食产业发展计划、十大“促富联盟”，全力打造具有兰溪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推动从发展型到共富型转变，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先行示范的兰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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