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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伟光

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现代化新
征程中，浙江要大力做好“土特产”先行
发展新文章，持续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新
活力，当下需把握以下发力重点。

第一，规划先行。摸清全产业链家
底，根据各地“土特产”自然资源禀赋、
行业与市场特点，科学分类、有序推进
省、市、县“土特产”发展规划，加快实现

“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特”发展
新格局。

第二，科技赋能。加快运用数智技
术、生物技术、绿色技术等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推动“土特产”质量、效率、动力
变革。

第三，文化赋能。深入挖掘“土特
产”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 IP 化、文化

设计、文化创意以及文化营销等赋能手
段，探索农文旅融合新产业新业态。

第四，打造品牌。通过塑造品牌形
象、提升质量标准、渠道推广等体系化
建设，构筑差异化价值“护城河”，提升

“土特产”的市场竞争力和溢价能力。
浙江农林牧渔品类丰富多样，推

动产业振兴要以“土特产”优先发展
为 原 则 ，持 续 优 化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营
商 环 境 ，健 全 产 业 经 营 体 系 和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通 过 深 化 改 革 激 活 乡 村

“土特产”发展
新动能。

（作者系浙
江农林大学浙
江省乡村振兴
研究院执行院
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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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重中之重在
产业。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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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浙江在省委一号文件中拿出
了浙江发展方案，提出推动乡村“土、

特、产”先行发展。“土”，是挖掘
开发乡土资源；“特”，即打造乡村特色
产品；“产”，要壮大乡村优势产业。走
访众多浙江企业，本报调研组发现，从
挖掘开发乡土特色资源到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一场思维模式、发展方式的突
围业已开始，“土特产”，正越来越“潮”。

中国地大物博，不乏优质农产品，
要想闯出市场，需要在“特”字上做足
功夫。

比如在茶界，西湖龙井有“中国十
大名茶之首”的金字招牌。杭州龙冠
实业有限公司正在把龙井之“特”凸显
出来。他们把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选育的“龙井 43”品种作为主打
产品，因为它外观挺秀，口味清雅鲜
爽，香气馥郁持久，很有辨识度。通过
推出茉莉龙井、桂花龙井等产品，企业
将原本一年只有一季的龙井茶拓展到
一年四季。

近年来，宁波镇海的水果番茄也
打出了市场辨识度：口感酸酸甜甜，带
着小时候的番茄味儿。“身价”更是每
斤 20 元打底，最高能卖到 50 多元，亩
均效益逾10万元。

由于产品单一、距离市场远，以前
番茄平均 1 斤只能卖 1 元多。2010
年，镇海引进、试种上海市农科院育成
的“桃星”水果番茄，由此开启特色产
业升级之路。目前，当地累计引进、培
育70余个品种，连续多年举办水果番
茄评比，种植户们交流新品种、切磋新
技术，推动特色产业结构常新。

让乡村“土特产”脱颖而出，深耕
差异化、特色化，是浙江农产品的必然
选择。“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人均
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30%
左右，再加上经济发展较早、各式生产
成本相对较高，要做强“土特产”，必须
突破资源要素瓶颈，在有限的空间里
提高产业附加值。

这就需要跳脱出农产品的初级
形态，延伸产业链、打开新格局。常
山胡柚就是如此，将一颗鲜果置于现
代产业体系内谋划思量，80 多款衍
生品带动全县果品深加工占比超过
40%，近 5 年全产业链总产值增长了
两倍。

浙江艾佳公司生产 NFC 胡柚复
合果汁，今年胡柚鲜果收购量已占全
县产量的十分之一。“标准化程度提高
了，产业附加值才能提上去。”董事长

钦韩芬说，从鲜果到果汁，胡柚的大
小、重量、皮糙度都得过关，这也倒逼
产业从种植端就开始改良品种、进行
标准化升级。

采摘期短、外表娇嫩的兰溪杨梅，
近两年也凭杨梅酒、冰鲜杨梅汁、杨梅
糕、蜂蜜无核杨梅果脯等产品实现产
一季、卖全年。“今年我们收购了1700
多吨杨梅。”兰溪奉源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陶奉源说，公司销售额已有
八成源自杨梅深加工，接下来新工厂
投产，产能将再扩大8倍以上。

调研中，记者感触颇深的一点是，
多地不约而同强调创新发展模式：要
用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建设高
能级乡村产业平台。

以大项目牵引农业提质增效，慈
溪现代农业园吸引正大集团先后落地
了 10 余个“正大系”农业项目。作为
全国首批、浙江省第一个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园区建起杭州湾现代农
业研究院、沧海慈湖农创客基地、国际
食品研发中心三大创新驱动平台，汇
聚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创新要素。

衢州市柯城区、衢江区经物产中大
牵线，在浙江首次引入“寿光模式”。柯
城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衢州有
几个规模较大的蔬菜批发集散地辐射
周边省份，但蔬菜多来自省外，全区整
理出约2万亩土地，要在3年内打造30
亿元蔬菜全产业链。依托寿光的团队、
技术支撑，去年，项目首个基地——之
江农业共富增收信安示范园里种下53
个蔬菜品种，目前已有十来个品种初步
完成本地化“试炼”。

不过，“寿光模式”采用的钢架棉
被保温大棚、锯齿双膜连栋温室等现
代农业设施，亩均投入强度达到10万
元，普通农户难以负担。为此，柯城正
探索“政府+龙头企业+农户”共富模
式：基础设施投资交给国资公司，有意
愿的农户可根据自身实际租种 5 至
10 亩土地，“拎包种菜”，由龙头企业
负责生产全程质量把控、技术指导和
市场销售。

深耕差异化特色化 “土特产”提味

塑造浙江农业高质量发展优势，要
克服传统农业发展难题，发展农业新质
生产力。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是突破制
约农业科技进步的瓶颈，把短板、差距
变成加快发展的重要抓手。

在龙冠总部的炒制车间，炒茶师傅
们的“十八般武艺”被分解成26道生产
工序、12 个品控程序。和龙井茶“较
劲”20 多年，龙冠把炒茶师傅们的经
验、感觉具象为一套指标和数据，就算
是不同炒茶师傅炒出的茶，在外形和颜
色上几乎没有分别。

“我们希望用现代化的标准，推动
中国名优茶行销全球。”龙冠总经理姜
爱芹说，将手工制茶标准化，是希望保
留手工茶的品饮体验，同时追求标准化
带来的规模和可控性。

技术是一方面，要稳住产业发展根
基，种业创新是一块必补的短板。浙江
种业企业规模不大，特色化、专业化特
点突出。比如，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培育的“甬优”系列杂交稻种，已在全国
17个省（市、区）推广种植。

“在江苏，我们的‘甬优 6711’亩产
达到800公斤。在湖南，‘甬优1538’的
最高亩产突破了1200公斤。”宁波种业总
经理王晓燕说，企业已育出 94 个新品
种。除了稳定高产，品种选育还要根据农

民需求设定目标，在口感、抗白叶枯病、
抗高温等性状上持续筛选、突破。

4 月底，宁波种业的育种
团队从海南带回12万份育

种材料，11 月将再次前
往海南陵水。“育种需

要时间，也需要足
够 的 技 术 试 验

田。”王晓燕说，
在 宁 波 鄞 州

区支持下，
企业正建
设智慧总
部、籼粳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将投建一批实验室
和高标准田间基础设施，提升育种效率。

自主创新，这条路看起来很“慢”，
却用时间、经验、技术的积累，构筑起旁
人短期难以企及的竞争力。前不久，浙
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吉林农
业大学等合作申报的“食药用菌全产业
链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拿到了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始创于 1909 年的寿仙谷，30 年前
就开始围绕灵芝展开系统性研究，拳头
产品“去壁灵芝孢子粉”，正是在仿野生
有机栽培、去壁提纯加工等技术的支撑
下打造而成。

“寿仙谷是‘老字号’企业，也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副董事长李振皓说，
企业构建了全球最大的灵芝种质资源
库及数字化种质资源库，建立了自己的
技术体系和创新方法，从上万个基因里
找到调控灵芝产量和含量等性状的基
因片段，选育出产量高、药效好的灵芝
优良新品种，引领“土特产”焕发新生。

前沿技术让企业受益匪浅。借助数
字化环控手段，慈溪市瑞丰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建起全省产能最大的菌菇工厂，
25 个出菇房模拟自然界蓝光的光源持
续照射，定时喷雾给菇体补充水分，原先
在慈溪很难种成的白玉菇、蟹味菇，现在
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日产量高达4.5吨。

诸多实践，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
理：“空白”即空间，推进解决乡村产业
发展中的“卡脖子”难题、迎难而上的企
业，往往能欣赏到更多风景。

比如，立足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
地”等难题，浙江集英智能农机装备有限
公司着力填补丘陵山地农机的市场空
白。这条路不容易，本以为轻松“拿捏”的
研发，放到具体生产场景里全是问题，就
连一条路下没下过雨，都得“分情况讨论”。

也正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企业一步步壮大产品系，研发出
丘陵山区复杂路况搬运设备、蔬菜全程
智能机械、果园管理装备以及设施农业
等四大系列 80 余款产品，有底气面向
中国7亿亩丘陵山区农田探寻新蓝海。

靠科技增强竞争力 “土特产”攀高

做强“土特产”，还需摆脱同质化困
局，用敏锐的市场嗅觉、开阔的发展思
路，探索打造乡村特色产业新业态。背
后，比的是资源要素的统筹、创新，更是
视野。

金华的熊猫猪猪两头乌国际牧场
就发挥三产融合效应，拉近了“土特产”
与年轻人的距离。从广东潮州名茶“鸭
屎香”汲取灵感，最近，牧场新上了一款
自家茶田茶叶制成的红茶，取名“猪屎
香”，巧妙地将生态循环养殖的绿色理
念融入其中。

比起一味强调“土特产”的深厚历
史、过往风光，年轻态、国际化的呈现方
式，往往更能占据主动。这个暑假，牧
场的日最高客流量达 1.2 万人次，甚至
让一些游乐园自叹不如，还反向推动两
头乌产业全链增值。

衢州市铭浩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蔡卫平也深谙这套“反向哲学”。
在衢江区太真乡银坑村，77 个直径 4
米的镀锌板帆布鱼池灌满山泉水，专养
瘦身鱼。当人们忙着在健身房“卷”体
脂率，一大批鳙鱼也基于消费者健康、
安全、养生的餐桌需求，在加速的水流
里“训练”背部线条——两个月后“出
山”，鱼的体重降了，每斤售价反而高出
5元左右。

“土”中生“新”，要洞察市场、顺势
而为。过去，寿仙谷的主要客户群以中
老年为主，关注到年轻群体的需求后，
企业跨界推出灵芝咖啡、灵芝压片糖
果、铁皮石斛爆珠香口丸等创意新品。

“包装要便携，定价要有性价比，直击年
轻人的‘心巴’。”寿仙谷产品开发负责

人胡凌娟说。
“微波方便食品是个百亿级赛道，

要做出更多爆款产品，前端的市场需求
研究不可或缺。”CP 正大食品别称“美
食梦工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
专门设置了感官评价室，产品的风味、
口感、色形如何，投放市场前要进行专
业“群面”，上市后也会收集消费者反
馈 ，实 行 优 胜 劣 汰 的 产 品 生 命 周 期
管理。

截至目前，全省已发布300个省级
名优“土特产”，开展“土特产”精品培育
试点，绿茶、杨梅、设施蔬菜等产业更是
专门分项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

增强农业科创能力，浙江深化种业
振兴行动和丘陵山区适用小型农机研
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建设，更发挥数
字经济优势打造智慧农业发展体系。

针对部分“土特产”头部链主型企
业数量较少、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占比
不高等发展短板，浙江提出要培育名
企、名品、名家，打造链条更完整、业态
更丰富的“土特产”全产业链。

截至目前，全省已梳理形成10条省
级、46条市级、106条县级“土特产”全产
业链条，10亿元以上“土特产”全产业链
上半年总产值超2000亿元。“深化乡村
土特产‘百链千亿’行动，浙江要把农业
建设成大产业。”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说，通过传统产业升链、优势产业延
链、短板产业补链、新兴产业建链，浙江
要助力“土特产”多维度增值，让农民从
全产业链各环节分享增值收益。

（调研组成员：祝梅 来逸晨 吉文磊
翁云骞 李华 赵璐洁 唐逸涵 林霄）

更加年轻态国际化 “土特产”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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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仙谷有机国药基地灵芝大棚。 受访者供图寿仙谷有机国药基地灵芝大棚。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