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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篮小卖”到畅销全国
——我省做强“土特产”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

岁末年初，看贵州高原乡土特色产业，愈加多姿多彩。
从黔北高原到苗岭深处，从巍巍乌蒙到武陵山脉……

基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突出地域特点，真正建成产
业，我省始终将“土特产”三字诀贯穿于乡村振兴战略中。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日前，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精准务实培育
乡村产业。”

乘势而上开新局。立足农业农村特色资源，我省聚焦
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大力发展乡
土特色产业，进一步优化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向开发
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要效益，努力让“土特产”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有力
支撑，以产业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隆冬，山的这一边，地里长的新鲜农
产品刚出土；海的那一头，贵州刺梨、遵义
辣椒、修文猕猴桃、关岭黄牛、盘州火腿、
三穗鸭……近80种贵州农特产品抵达青
岛西海岸，走俏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
交易会。

如何让更多“贵”字号农产品“出圈”
又“出彩”？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贵州用好
“土”的资源，向山地要效益，围绕茶叶、刺
梨、辣椒、夏秋蔬菜、中药材种植和生态畜
禽养殖等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林业产业和
林下经济，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
培育壮大主导产业，打造集中连片特色优
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加快建设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强省。

小寒，望谟县蔗香镇蔗香村有机芒
果示范园依旧翠绿。眼下正值芒果管护
时节，种植大户岑道思告诉记者：“今年
芒果收成不错，亩产2000斤左右，大多
销往四川、贵阳等地，80多亩芒果纯收
入20多万元。”

借助得天独厚的区位资源优势，围绕
“土”字做文章，望谟县持续壮大特色优势
产业，大力发展“三果两茶”等特色优势产
业，建成望谟芒果分拣交易中心、打易镇
八步茶加工厂、乐旺镇蔬菜种植基地喷灌
设施等一批产业基础设施项目。目前，全
县“三果两茶”种植面积55.28万亩，较上
年产量增长8.14%。

用好“土”的资源，深挖农产品价值，
贵茶、薏仁米、贵果等“贵”字号农产品迅
速出圈抢占市场，黔东南小香鸡、大方天
麻等一批批独具特色的农产品源源不断
走出大山，让千万农户因为山的馈赠挑起

“金扁担”。
如今，李子、刺梨、蓝莓、茶园规模引

领全国；猕猴桃、太子参等产业规模进入
全国前三；蔬菜、食用菌、火龙果等产业规
模进入全国第一梯队。农产品出口额连
续3年同比增长超100%。去年前三季
度，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
长3.7%。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稳步发
展，为全省农林牧渔总产值持续提升作出
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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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产的每一粒薏仁米，要历经10
个环节60多道工序。”贵州兴仁薏仁米产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玉亮介绍。

在兴仁，薏仁米作为特色优势农业产
业，当地在品种、品质、品牌、加工等方面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和支持薏仁米
产业发展。目前，兴仁市有490余家薏仁
米加工企业、作坊，种植面积30万亩，带动
了5万余户20余万人增产增收。

如何将“好品种”“好品质”转换为“好
产品”？

深耕“差异化”“特色化”。聚焦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贵州深入实施种
业振兴行动，加强特色种质资源保护和开
发利用，推进农产品基地建设与认定保护，
发展特色食品、特色手工业和绿色建筑建
材等乡土特色产业，推动与粤港澳大湾区
标准、欧盟标准等衔接，有效提升“贵字号”
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遵义朝天椒”位列“中国十大名椒”之
首，“老干妈”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味蕾；蜂
糖李成为农民的“甜蜜”事业；“滚山鸡”飞
进了粤港澳、“跑山牛”跑进“长三角”……

“贵字号”农产品正源源不断飞出大山。
“目前，锌硒茶不但享誉国内大江南

北，还出口欧盟、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国家
和地区，年产值超过2亿元。”凤冈县田坝社
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喻启波十分
自豪地说。

在凤冈县田坝社区，锌硒共存，是上天
赋予田坝的惊喜。生产“有机茶”，是村民
们刻在骨子里的自觉。“我家5亩茶园采用
人工除草、使用有机肥、对茶园病虫害防治
采取了施用生物农药……”村民陈祖友深
谙茶园管护之道。

坚持每一株茶都按有机标准统一管
理，牢牢守住茶叶质量安全底线。目前，田
坝社区共获得认证的有机茶园16800亩，
茶叶加工企业83家。

作为田坝率先发展出口茶的企业，凤
冈永田露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其鹏骄傲
地说：“茶叶品质好，不管再严格的检测都
不怕，国外的客商来的时候，有些还直接到
茶园里抽取土壤化验，标准十分严苛，但我
们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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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们，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爆款产品，卡妈
腊肉，特色美食，价格实惠，赶紧下单吧！”1月11
日，通过吴佳明的直播间，不知不觉间，辣椒面、
豆干、萝卜丁等一款款毕节土特产搭上了“销售
快车”，“云”上卖不停。

吴佳明是“90后”的毕节妹子，2020年 10
月在毕节创办贵州卡妈农特产品开发公司。
并投资1000万元在七星关区建设加工厂房，
建设直播基地，打造直播销售为一体的产业
链。目前有8条生产线。2023年以来，通过视
频直播带货，已销售当地农特产品75万单，产
值1650万元以上。

“以前毕节的农特产品，是藏在深山，鲜为人
知。如今，学会了给农产品‘梳妆打扮’，通过我
们的电商平台，这些好东西变成一款款热销的土
特产，火爆电商平台，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吴佳明补充说，看着家乡的农特产品通过自己的
直播间，销往全国各地，很是自豪。

为做足“土特产”文章，贵州加快建设乡村特
色产业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积极发展农产品产
地初加工，统筹产地、销地和园区布局，推动农产
品精深加工，用好直播销售等方式，切实把优势
做优、强势做强。

提升产业能级，科技赋能是关键。坚持工业
化理念、产业链思维，我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
加工、保鲜储藏、运输销售，延长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同时加快培育休闲农业、乡村服务业等多
业态，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麻江蓝莓，已积累深厚的产业“家底”。目
前，以蓝梦谷景区为核心产区，全县蓝莓种植面
积达8.56万亩。除鲜果采摘销售外，70%用于精
深加工，带动全县3.6万群众共同发展，实现人均
增收1.2万元。

每年蓝莓成熟，贵阳、凯里、都匀等附近城
市游客都会到景区采摘蓝莓。吸引游客入园采
果150万人次，仅游客采果收入就达上亿元。
此外，蓝莓马拉松、自行车赛、泡泡跑等，推动农
旅、康旅、体旅融合发展，实现了农业产业的“接
二连三”。

从过去的“提篮小卖”到畅销全国，由卖原字
号产品到“贵字号”特色农产品，贵州乡村特色产
业呈现“接二连三”加速态势，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致富，加快建设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强省，有
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据《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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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冈县永安镇田坝社区一家茶企炒制车间，员工正在炒制茶叶。
（徐飞肖时雨 摄）

这是中国辣椒这是中国辣椒
城里城里，，准备外运的辣准备外运的辣
椒椒。（。（徐飞徐飞 摄摄））

播州区一家辣椒生产企业，员工在生产火锅底料。 （徐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