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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产业协同发展是实现一二
三产融合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乡村特色产业要实现“特而强”，还
有哪些延链、拓链的思路？

王国刚：实现农业全产业链协同发
展，需以“纵向延伸增值链、横向拓展功
能链”为核心，重点从两个方面突破：一
方面，构建“三链融合”的产业生态体
系，前端以科技赋能夯实标准化生产
链，建立可追溯的标准化体系；中端做
强精深加工链，探索发展中央厨房、生
物提取等高附加值业态；后端拓展服务
价值链，通过数字营销、文旅体验等激
活长尾市场。另一方面，打造“产业集
群+产业联盟”的协同载体，以龙头企业
牵引上下游集聚推动纵向集群化；通过
跨区域组建产业联合体，共享技术、渠
道资源推动横向联盟化。

马立君：乡村特色产业要想“特而

强”，关键得在产业链上“往深里挖、往
广里拓”。就拿我自己从事的鹅肝产业
来说，我们一开始就是养鹅取肝卖原
料，附加值低，利润薄。2018年开始“往
深里做”，投资6000万元建设“3R厨房”
（即烹、即食、即热）项目，建成 6条生产
线，开发出鹅肝酱、鹅肝水饺等共 60多
款深加工产品，实现了“孵化——养殖
——填饲——粗加工——深加工——
销售”的全产业链生产。如今，我们的
产值翻了10倍，2024年达到3.64亿元。

杨帆：目前，云南省乃至全国的澳洲
坚果还是以原料或粗加工的“开口笑”产
品为主，不仅价值增值较低，不利于打造
自主品牌，而且还会丧失定价权。未来
我们将通过推进二产精深加工产品研
发，比如澳洲坚果精油、澳洲坚果化妆品
等，或将加工中产生的资源废弃物转化
为产品，比如用果皮做有机肥、提取黄酮

类物质等，拿果壳做生物炭、吸附剂等，
提升产业附加值。除此以外，也可以学
习浙江安吉茶旅融合模式，打造“澳洲坚
果+文旅/文创”的产业融合模式。

主持人：刚才我们也谈到，一些乡
村特色产业仍以原料生产和初级加工
为主，多为“贴牌”式生产。您认为应该
如何帮助这类产业打破瓶颈，提升农产
品品牌的竞争力、影响力、带动力？

魏冉：首先，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建立农副产品
加工技术创新平台，提升加工技术和装
备水平，实现从初加工向精深加工的转
变，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其
次，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影响力。通
过提升产品质量、加强营销推广等方式，
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农副产品品牌，
实现从“贴牌”到“创牌”的转型。同时，
建立健全品牌建设促进机制、标准规范

和服务体系，为品牌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此外，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
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方
式，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
力，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马立君：打破“贴牌”瓶颈，需从“卖
原料”转向“卖品牌”“卖标准”。我们在
生产中，一是保证产品质量，全产业链
闭环管理，从鹅苗到成品全程可追溯，
严格把关产品质量。二是提升科技含
量，与农科院合作研发功能性产品，用
差异化突围。三是加强品牌建设，讲好
品牌故事，突出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
比如，我们强调临朐千年养鹅传统和生
态优势，让消费者不仅为产品买单，更
为背后的价值认同买单。

主持人：规模化生产可以提高产业
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但特色农产品往往
具有“小而精”的特点。如何实现二者

之间的平衡？在您看来，应如何避免特
色农产品出现同质化、内卷式竞争？

王国刚：平衡规模效应与特色农产
品的“精品化”属性，关键在于构建“精准
化规模”体系，以技术创新支撑可控规
模，以文化内核守住特色本质，让“小而
精”成为溢价支点，而非发展桎梏。第
一，建立“分级生产+核心工艺保留”机
制。将产业链拆解为可规模化环节与必
须精细化环节：前端种养、初加工可适度
集中，通过标准化管理降低成本；核心工
艺保留传统技艺或专利技术，维持产品
独特性。第二，以科技赋能“柔性生
产”。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实现“小批量、
多批次”精准调控。第三，推动“区域集
群化+市场分层”策略。引导小农户组成
产业联盟，通过共享冷链物流、检测中心
等设施降低个体成本，形成“小单元生
产、集群化运营”模式。同时，针对不同

消费层级开发产品线：精品礼盒主打高
端市场，保留手工筛选、限量发售等“小
而美”属性；标准包装产品通过机械化分
选进入商超，扩大覆盖面。

刘晓东：我认为，避免同质化、内卷
式竞争，最关键的就是要因地制宜做产
业，有什么资源就发展什么，没有资源
基础的产业是不会发展长久的，绝不能
盲目上项目。以龙江县的经验为例，当
地养殖和牛有着先天的区域优势。一
方面，我们每年可产玉米秸秆 300万吨
以上，为和牛养殖提供了充足的饲草饲
料保障。另一方面，全县广大农民素有
肉牛养殖习惯，拥有较强的专业养殖技
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此外，全县县、
乡、村三级畜牧技术服务网络体系健
全，拥有486人的专业技术队伍，覆盖畜
牧养殖、繁育改良、疫病防治、饲草饲料
等各个领域，技术服务上更有保障。

打破“贴牌”瓶颈，需从“卖原料”转向“卖品牌”“卖标准”

乡村特色产业正以开放化、科技化、融合化的姿态重塑农业版图

主持人：乡村特色产业是区域经
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当前，我国乡村
特色产业发展呈现出怎样的趋势与
特征？还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王国刚：我国乡村特色产业链不断
延伸，龙头企业快速成长，特色农产品
产量与产值不断提高。乡村特色产业
正以开放化、科技化、融合化的姿态重
塑农业版图，产业形态从“传统小众”向

“规模化、国际化”跃升，发展模式从“单
一生产”转向“三产融合与品牌化运
营”，驱动逻辑从“资源依赖”升级为“科
技引领”。

刘晓东：就拿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龙江县的和牛产业来说，经过多年的扶

持发展，全县已形成集种牛扩繁、冻精
生产、基地改良、集中育肥、屠宰加工、
上市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实现了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布
局。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龙江和牛”
饲养场6家，养殖规模达到6万头；屠宰
加工企业 1家，年屠宰能力达到 10万
头；拥有世界最大的纯种和牛扩繁场和
国内唯一的和牛单体种公牛站；“龙江
和牛”品牌市场销路好，产品供不应求，
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成
为富民强县的支柱性产业。

魏冉：然而，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也
面临着不少的现实挑战。一是市场波
动风险大。特色农产品的市场需求相

对小众且不稳定，一旦市场出现波动，
产品滞销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二是
技术瓶颈制约明显。例如一些特色农产
品在种植、养殖过程中，缺乏先进技术支
持，导致产量不高、品质不稳定。三是人
才短缺问题突出。特色产业发展需要既
懂农业又懂市场运营的复合型人才，但
乡村地区往往难以吸引和留住这类人
才，限制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杨帆：云南省从 1981年引进澳洲
坚果种植以来，目前已成为全国种植澳
洲坚果面积最大的产区，产量占全国的
61.47%，使澳洲坚果这粒“洋种子”变成
了不折不扣的本土特色作物。但云南
的澳洲坚果产业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方

面，种植端存在技术不匹配导致收益不
高的现状。2023年云南平均亩产（壳
果）仅为41.23公斤，远远低于澳大利亚
（141.1 公斤/亩）、美国夏威夷（152.8 公
斤/亩）等主要产区，因病虫害防控技术
不当损失了相当部分产量，少数地区虫
果比例甚至高于 30%，影响了产业的健
康发展。另一方面，加工端延链补链不
足，品牌打造不够，区域公用品牌未能
充分发挥其品牌价值。

主持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对
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怎样的意
义和作用？

王国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有利于破解

乡村振兴多维困境。重塑乡村经济地
理，打破传统农业低附加值瓶颈，推动
乡村经济重构；传统技艺的非遗活化与
产业转化可有效推动形成文化经济双
螺旋，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同时，发展
特色产业可以带动吸引资本、人才、技
术等要素回流，为乡村带来“人气”。发
展乡村特色产业本质上是在全球化背
景下重构乡村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通
过激活地域性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
重构地方生产网络，最终实现乡村从资
源输出地向价值高地的跃迁。

魏冉：从产业上看，发展乡村特色
产业是立足乡村资源禀赋，推动农业提
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举措，有

助于激活和丰富乡村产业新业态，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人才上看，发
展乡村特色产业，有助于引进人才，营
造乡村人才发展环境，为乡村人才振兴
注入澎湃活力。从文化上看，乡村特色
产业本就具有深厚的地方文化色彩，为
乡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
础和媒介渠道。从生态上看，乡村特色
产业拥有特色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可
以促进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有
效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从组织
上看，乡村特色产业有助于增强乡村社
会凝聚力，带动和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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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农民是生产主体，面对这
些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农产品，难免存在
犹疑心理。怎样打消农户顾虑，提高参
与产业的积极性？在种植养殖、加工和
销售等全产业链环节中，怎样才能更好
地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帮助农民增收致
富？

杨帆：农民有顾虑，这是很正常的，
尤其对于澳洲坚果这样投资期较长的
农业产业，谁都不能保证一开始就能种
成，种出后就能卖掉。对于新技术的应
用，大家自然会考虑是提高收益还是造
成损失。以往单靠技术培训鼓励农民
参与产业往往效果不佳，专家来了讲完
课就走，农民也学不到东西。近三年
来，我们团队在云南临沧采用“建示范
基地+技术培训”的模式，开展澳洲坚果
的提质增效工作。无论是新产业、新品
种还是新技术，如果科研人员自己都没

有做成功的话，怎么能教得会农民。
马立君：农户最怕养好了卖不掉，

我们创新“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
式，农民只需专注养殖环节，无需担心
市场和销售。每只鹅明码标价，农户养
鹅每只保底能赚 10至 15元，养得好还
能赚更多。去年，我们合作社从农户那
里就收了 105万只鹅。全产业链中，联
农带农的关键是利益共享机制。比如，
我们流转村集体土地建设养殖场，每年
支付租金 2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 3000
多户农户养鹅，其中有 78家是家庭农
场，一家四口养两三万只鹅，一年也能
赚个十几万元。

王国刚：破解农民参与难题需从
“消除顾虑”与“重塑信任”双向突破，通
过“示范引领——风险兜底——技能赋
能”构建动力系统，并以“多元联结机
制”确保收益共享。一是通过“标杆示

范+可视化收益”，为农民建立“看得见”
的参与信心。优先培育“先行户”，用身
边案例增强说服力；搭建“田间数字展
厅”，如云南普洱咖啡庄园在村口设置电
子屏，滚动播放全球咖啡期货价格、本村
咖啡交易数据，农民可直观感知“种得好
就是赚得多”。二是完善风险共担机制，
设立“产业风险金”、推行“订单农业+保
险托底”模式等。三是开设“田间学校+
模拟实训”“田间学校+职业认证”让农户
实现技能化转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土
地入股+资产托管”“设施产权共享”“土
地入股+保底分红”等模式构建利益共同
体，让“松散合作”变成“命运捆绑”，通过

“生产收益+服务收益+资产收益”多组合
让农户实现多元化收益。

主持人：许多国内认为的“隐藏款”
农产品早已在国外热销，您认为，应如
何畅通中国农产品的全球市场通道，响

应国际市场需求？未来乡村特色产业
还应着重从哪些方面发力？

马立君：畅通全球市场，首先要“借
船出海”。我们通过港澳“试验场”辐射
海外。每年5月，我们依托“港澳山东周”
活动推介产品、接触客户，积累下来的好
口碑让我们在港澳拥有稳定的市场份
额，去年达到了 3000多万元。其次要

“以质取胜”，对标国际标准，提升深加工
产品的品质和品类，避免低价竞争。

魏冉：一是要提高产品质量，推动
标准化生产。加强质量监管，建立从农
田到餐桌的全程追溯体系，确保农产品
在生产、加工、运输等环节的质量安全，
提升国际市场对中国农产品的信任
度。推广标准化种植和加工技术，确保
产品品质稳定。二是要优化市场对接
机制，拓宽销售渠道。精准把握国际市
场需求动态，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拓展销

售渠道，在目标市场建立仓储和物流中
心，缩短供应链，提高配送效率，降低运
输成本。三是要深化国际合作。加强
与重点合作国家和区域间的农业发展
规划对接，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多边贸易
平台。积极参与全球农业治理，进一步
完善农业国际合作机制，构建更加开
放、包容、互利的全球农业合作新格局。

王国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需紧扣
“创新驱动”与“利益共享”两大核心。
一是强化科技赋能与产业适配性。依
托农业科研机构与龙头企业，针对区域
资源特性精准攻克技术瓶颈。二是延
伸产业链条，构建“全环节增值”模式。
推动农民从单一生产向加工、销售、服
务等多环节渗透。需注重培育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通过土地入股、
订单农业等形式强化利益联结。三是
打造差异化品牌与市场通路。构建“区

域公用品牌+企业子品牌”矩阵，避免
“有产品无品牌”困境，同时，利用直播
电商、跨境平台等新渠道拓展市场。四
是破解要素制约，激活内生动力。政策
需向人才、资金等短板倾斜，通过“定制
化培训”培养乡土专家、设立产业引导
基金、完善基础设施等。

主持人：近年来，我国乡村特色产
业发展迅速，为乡村发展、农民增收提
供了有力支撑，各种“隐藏款特产”也在
各地扎根、走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着力壮大
乡村特色产业，既要推动产业向价值链
中高端迈进，也要加强品牌建设管理，
推动农业品牌由“小、散、弱”向“大、精、
强”转变，还要在联农带农方面加强机
制创新，让农民真正在产业的发展中受
益，将特色产业做精做优，为乡村全面
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消除顾虑”与“重塑信任”双向突破，为农民建立“看得见”的参与信心

你的家乡有什么你的家乡有什么““隐藏款隐藏款””
———对话王国刚—对话王国刚、、魏冉魏冉、、杨帆杨帆、、刘晓东刘晓东、、马立君马立君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本质上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构乡村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通过激活地域性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重构地方生产网络，最终实现乡村从资源输出地向价值高地的

跃迁。云南澳洲坚果、黑龙江高端和牛、山东鹅肝……去年，网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大摸底”，“摸”出了不少被称为当地特产的“洋玩意儿”，各地网友却“一摸一个不知道”，纷纷惊叹

家里咋还藏了这么多“隐藏款特产”？事实上，这些特产不只是单一的产品，它们早已悄悄成长为一个又一个乡村特色产业。支撑家乡“隐藏款”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有哪些？它们的发

展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如何避免“特色不特”的同质化、内卷式竞争？本期对话我们邀请了王国刚、魏冉、杨帆、刘晓东、马立君，他们有的是行业专家，有的负责乡村特色产业技术指导，

有的是地方基层干部，有的是直接参与产业的从业者。我们将和他们一起来探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富民的新路径。

截至 2024年，各地已建设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220个，其中主导产业
产值超1000亿元（含）的集群3个，超
500亿元（含）的集群 23个，超 100亿
元（含）的集群 158个。空间布局上

形成“东部沿海集聚、中部沿江联动、
西部特色发展、东北产业振兴”格局。

建设农业产业强镇 1709个，产
值超 10亿元的农业产业强镇逾 390
个。

建设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镇
4068个，主导产业总产值超过 9000
亿元，其中产值超亿元的村 306个、
超十亿元的镇 199 个，为各类人才
留在乡村就业创业提供产业平台支

撑。
大力推进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工

作，重点培育粮油、果品、蔬菜、畜禽、
水产、中药材等 32个品类的区域公
用品牌，培育计划品牌总数已达到

226个。
我国已培育9000多个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培育全国县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超过9万家，其中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近7万家、省级龙头企

业近2万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952
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稳定就业
约1400万人。

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
过12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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