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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春到田头处处忙。乙巳春节一过，全国各地都陆续进入繁忙的春耕春播时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 13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2 月 23 日发布，文件聚焦深化农村改

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再次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要求坚持按市场规律办事，大力发展

绿色、特色农产品种养，推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打造特色农

业产业集群，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既带火了乡村游，更带火了特色农产品。发展培育一方特色农业已成

为行业共识，各地都在积极培育特色农产品。如本期《优质农产品》刊出的广西的油茶、邹城的

草莓、富源的辣椒，还有湖南益阳、云南文山都以全区域挖掘培育各类特色优势农产品，并且延

长产业链，以特色农业为基础不断发展精深加工、特色农旅等，从特色农产品发展壮大为一方特

色产业。成效来之不易，其中也充满了对之前经验的总结，对当下问题的反思及对未来发展的长

远谋划。

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土”是立足当地、立足自身，“特”是挖掘深度、走出差异

化，而要形成“产”还需要调动更多的资源打造特色产业链，形成特色产业集群，难度不言而喻。

所以往往有一些地方的特色产业，“土”是有了，可惜没有突出“特”，所以也难言“产”。有

的市场认可度低，销得不够旺；有的受相似地区冲击，效益不够好。

特色产业是基于不同区域的独特资源禀赋条件 , 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打造具有优势的生产、经

营、销售、服务体系 , 在市场定位、产品开发、创意设计、消费体验等方面，具有竞争力的产

业。特色产业是乡村经济的命脉，“有特色”才能有市场、有优势、有竞争力。特色产业之所以

“特”，主要体现在特有的自然资源禀赋、特色的产品和服务，依托特色资源瞄准产业细分领域，

培育龙头产业、特色产业，才能向市场提供有竞争力的特色产品。

还有最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人，人才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当前，不少农

民工回到家乡创业，需要靠地方政府政策扶持，及优化县域营商环境，进一步引导农民工返乡

创业，使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要素向乡村回流，为乡村特色产业的开发提供新的动能。我

国农业资源极为丰富，特色农业是展现我国农业综合实力的重要部分。产业的成长并非一朝一

夕之功。各地要按照中央要求，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磨透，推动更多的土特产向新求质，

出山出海。

抓住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点
文︱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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