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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乡村振兴须做好“土特产”文章

一、热点概述

最近，土特产再度成为一个热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各地努力做好土特产文

章，新建和续建近百个优势农业特色产业集群，促进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助推休闲农业恢复发展，

有效推动了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土特产的概念既熟悉又亲切。狭义的土特产指的是本土特色产品。一方面，

它接地气、有特色、够实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好东西的代名词；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土特产的生产加

工方式比较传统，包装销售方法往往比较粗糙，在许多人心中，它“进得了厨房”却“上不了厅堂”。

广义的土特产不仅指具体的产品和服务，更是在时代条件下被赋予新内容的思路和方法。它蕴含着开发

乡土资源、突出地域特点、建成产业集群等多重丰富含义，对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和价值。

二、专业点评

1.人民网评：

不久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有力有效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产业带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更少不了产业支撑。对陕西来讲，要

继续抓好抓实产业振兴这个重点，在打造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深挖潜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不断

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

2.光明日报：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要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努力实现几个重要增量。一是始终把增强产品质量

放在首位。土特产只能因“土”而惠、因“特”而优，不能因“土”而陋、因“特”而俗。二是要在增

加技术含量上下功夫。努力推动科技惠农下乡，充分发挥科技在促进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优势作用，

积极运用新的科技手段为农产品研发加工、保鲜储藏、运输销售、宣传推广等各个环节助力。三是以积

极心态着力提高市场流量。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经济形态，为乡村产业振

兴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路径。土特产要扎根实体经济的深厚土壤，踏上数字经济的快速跑道，依托互联网

“出乡关”“走四方”“闯世界”。同时应当厚植品牌意识，培养讲故事的能力和营销的方法手段，打

造更多“出圈”的爆款，把流量的红利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3.浙江在线：

自去年开展主题教育以来，平阳县把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作为为民办实事的第一任务。针对当地特色

农业发展难点堵点，当地以“共富工坊”为纽带，整合村、企党组织的技术、资源等优势，走出了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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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水土、各具特色”的共富道路。

核进·共富工坊是顺溪镇党委牵手平阳县核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地红色超市联手打造的品牌

带动式“共富工坊”。依托“党支部+村集体+企业+低收入农户”的发展模式，工坊对辖区内 22 个行政

村的特色农产品统一收购、策划、包装、定价，谋划“一村一品”，打造“核进”等本土农产品品牌，

并借助实体店、电商等销售渠道，帮助特色农产品走出深山。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乡村要振兴，发展特色产业是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围绕“做

好‘土特产’文章”作出重要部署，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关键要找准路子、突出

特色。乡村“土特产”要在“品”上下足功夫，把好资源转化为好品质、好品牌，让本地“土特产”更

好服务城乡、致富农民。作为基层干部，请你谈谈如何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政府行为）——答题结构【点题－怎么看－怎么做－总结】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年关将近，年味渐浓，土特产也即将走向千家万户的厅堂厨房，对于土特产三字，我是这么理解

的……

第二步——怎么看：

“土”：“土”讲的是基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以浙江为例，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大地上的不

同区域都有自己的生态基础和独特物产。只有对自身资源禀赋进行精准把脉，找准优势、尽展其长，才

能让“土特产”保持“土味”，也才能将资源优势、生态优势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特”：“特”讲的是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风情。乡村产业有特色，才有生命力、吸引力、竞

争力。“土特产”要彰显特色，必须因地制宜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在产品上追求“错峰头”，

在品质上追求“独一份”，走差异化道路，杜绝盲目跟风、亦步亦趋。

“产”：讲的是真正建成产业、形成集群。促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要跳出产品看产业，立

足链条聚集群。

第三步——怎么做：

（1）首先要深入基层调研，不走泥土路，不知土地情。通过实地调研深入田坎、与当地土专家田

秀才座谈、邀请农技专家科学分析等方式充分掌握本地资源禀赋及产业优势，最终确定好本地最具优势

的产业。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分析新的市场环境、新的技术条件，用好新的营销手段，打开视野来用好当

地资源，注重开发农业产业新功能、农村生态新价值，如发展生态旅游、民俗文化、休闲观光等。

（2）其次是要规模化建设，市场经济时代，降本增效是永恒的主题，只有规模大起来，成本降下

来，产业利润才能更好的留下来。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由村两委带头成立本地产业合作社，引导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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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大户及村民积极入股，通过招商引资引入产业龙头企业，最终将本地分散的经营方式整合统一。同

时邀请行业专家针对本地产业科学统一制定生产流程及运营标准。比如种植业荔枝嫁接方式、施肥品种

等；再比如加工业泡菜发酵的方式。通过流程标准化保证产品品质化。

（3）最后，对于打造当地的土特产品牌，我们也需要达成产业化与品牌化的最终目标。一方面立

足于第一产业的同时向二三产发展，通过引进人才及精细规划实现产业链融合。如荔枝产业不仅是种植

销售荔枝，也可以发展荔枝酒饮、果脯等产业。以优化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以当地为整

体注册统一商标品牌，积极对接媒体广泛宣传，重点突出有机、绿色、无公害等核心特征，实现品牌效

益。

第四步——总结：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如果我有幸入职成为一名基层干部，那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持续关注好土

特产的大文章，看齐中央指挥，跟着国家战略走，一步步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变为为民谋幸福、为

国增力量的生动实践……

（二）你怎么办

1.某县打算举办一个农产品推介会。作为活动负责人，你将从哪些方面准备？

◎审题判断——你怎么办（计划组织）——答题结构【点题－前期准备－中期展开－后期跟进】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开展农产品推介会旨在让广大消费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县农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

能助力本县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如果我是本次活动的负责人，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开

始准备……

第二步——前期准备：

（1）做好准备工作。对本县知名农产品企业进行调研，了解其特征、销量、经营方式、对推荐会

的态度等。确定时间、地点后邀请相关企业、本地电视台等媒体做好宣传通知工作。选出具有本地特色

且品质优良的农产品，并划分到不同的展示区域，规划安排好对会场展厅的布置装饰工作……

第三步——中期展开：

（1）丰富推介会内容。本次推介会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为讲述了解。由县长介绍本县的发展

情况以及特色农产品产业的发展现状。邀请农业一线工作者上台讲述近年来在政策扶持与科技助力下所

取得的喜人成果。并用视频的方式展示车间、生产基地的情况……

（2）第二个环节为现场品尝。不同区域布置不同摊位，方便群众品尝对比。邀请手艺师傅现场制

作，展示纯手工、老技艺产品。配上专业的解说人员，对农产品解说，加深群众了解……

（3）第三个环节现场评比。邀请专家作为评委，通过前期考察，评选出入围决赛的参赛企业，并

在现场通过群众进行品鉴评分，对于得分较高的企业会颁发证书，并在今后发展中给予一定的扶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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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准备了线上、线下的直播、签约，帮助企业实现精准对接与采购，提升本县优质农产品市场知名

度、影响力和竞争力……

第四步——后期跟进：

最后，将此次推介会上拍摄的照片、视频等作品进行归纳整理，制作成推文或者短视频，发布到官

方的社交平台账号上，制作精品内容、运营好账号，争取在互联网平台上有更大的传播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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