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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土特产”琢磨透，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一、热点概述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 3个

字琢磨透”。“土特产”看似普通，实则大有乾坤，“土”可稳固产业根基，“特”能发挥竞争优势，

“产”又为发展持续助力。基层要深入挖掘“土”“特”“产”三篇文章，保持乡村经济发展的旺盛活

力，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二、专业点评

1.人民网评：

农业不加工，等于一场空。各地区写好农产品加工文章，在提升“造血”能力上下更大功夫。一方

面，让每个特色产业都有一个或几个龙头企业带动，推动地方“土特产”以创新为引领，向高端攀升；

另一方面，利用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效应，巩固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基础，实现产业链的延伸，推动

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成为农产品资源优势转化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强劲动力。

农旅结合、农旅互动等方式为“土特产”插上翅膀。各地须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用好一方水土，

进一步放大亮点。加大统筹力度，整体联动，规划好乡村风貌保护、自然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工作，

展现人无我有的一面，打好“一村一品”产业特色牌，让每个乡村各美其美，展现千村百景。

“土特产”一头连着群众增收致富，一头连着乡村产业振兴。做大做好“土特产”文章，念好“土”

字诀，打好特色牌，壮大乡村产业，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富裕，广袤的田野将铺展更新更美的图景。

2.光明时评：

产业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把“土特产”做成时尚单品，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的创新之路。

首先，应当突出地域特点，在传承并守护好已有的农业农村特色资源的同时，对标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的相关要求，因地制宜以地方稀缺资源打造当地名片。除了立足乡村特色禀赋，还需在自身“质”

上有特色，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

“产”讲的是真正建成产业、形成集群，这首先需要确定专业化发展方向，特别是选择和培植地区

最具有优势的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聚焦主导产品的品质改善推动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品加工、保鲜

储藏、运输销售等以延长产业链条、增加产业附加值。改变过去单一追求农产品产量增加的做法，在产

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方面形成一定规模，把农产品增值收益真正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在“土”上做文章，首先需要基于一方水土，深挖传统文化、地方习俗、非遗文化，丰富其内涵，

实现由“卖产品”向“卖风景”“卖文化”的转变。文化加持、品牌赋能开发乡土资源，打好“特色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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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牌”，在更大范围的消费者心中建立起更高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3.半月谈：

乡土资源的“转化性创造”、地方风情的“可持续再造”与产业集群的“高质量锻造”，共同形塑

了“土特产”发展路线的鲜明标识。“琢磨透”这 3个平常汉字，正是要从乡村看似平常的时日轮回中，

看似单调的四时活动中，发现新意与创造的可能，凝聚团结与协作的共识。尊重地方的资源与禀赋，理

顺乡亲的需求与期待，包容潮流的进步与更新，“土特产”奠基的，是一条立体化重造现代乡村产业的

康庄大道。以“土”为本，以“特”为魂，以“产”为旗，我们的乡村产业振兴就有了一条剪不断扯不

乱的红线，必可联结乡村活力孕育的现在与生机升腾的未来。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 3个字琢磨透”，可见在乡村振兴的发

展过程中，“土特产”这篇文章大有可为。请谈谈你对“土特产”的认识，并说一说应该如何发展“土

特产”来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分层分析-具体做法-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土特产”则是产业振兴之路的路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把“土特产”琢磨透，是为乡村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

第二步——分层分析：

（1）“土”意味着独具优势的乡土资源。我国幅员辽阔，气候条件、土壤特性、地理空间、

文化资源等千差万别，产业振兴只有结合当地乡土资源才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引起消费者的情感

共鸣……

（2）“特”意味着差异化、因地制宜的发展道路。农村产业发展只有富有特色，走一条人无

我有、人有我强、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才能脱颖而出……

（3）“产”意味着融合发展的产业链。“土特产”最终要成气候，达成利益长期化、最大化

和富民效应，就需要在发展中形成产业、形成集群，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步——具体做法：

（1）深挖“土”的资源。要立足本土，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土味”路线，利用好当地风俗、

风情、风味，挖掘其文化内涵、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并将其融入当地产业当中，把“土里土气”

变为人们久久不忘的独有元素符号，成为乡村特色产业链发展的突破口……

（2）放大“特”的优势。要找准最能体现地域特点、当地风情的产品和产业，培育更多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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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农产品品牌，并在品种上追求“错峰头”、在品质上追求“独一份”、在品牌上追求“擦得

亮”，把独具特色变为乡村特色产业链发展的着力点……

（3）延伸“产”的链条。要发挥产业融合发展，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上下功夫，通过推动农

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助力农特产品“出圈”，

把“小买卖”做成“大产业”，让乡村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第四步——结尾：

小木耳能种出大产业，小苹果也能登上世界大舞台。看似普通的“土特产”，只要立足“土”，

体现“特”，形成“产”，就能照亮农民增收致富路，绘成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图景……

（二）你怎么看

1.近年来，在电商加持下，“土特产”形势持续向好，正如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其一年可助销农特

产 47.3 亿单。现 A 村也想借助电商来推广当地特色产品枸杞，但是村民并不了解具体的流程。如果你

是该村的驻村干部，领导让你为村民们组织一次电商培训，你会如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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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保障-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通过电商培训，能够让村民们懂得电商直播的知识和操作方法，借助电商平台把村里的产品更好地

推荐出去……

第二步——前期准备：

（1）摸底调研。一方面，我会通过走访、座谈等方式，向村民们了解他们对电商培训的看法，以

及想培训的具体内容、对培训形式有何意见、建议……另一方面，我也会学习了解电商相关知识，如具

体流程等……

（2）人员邀请。我会根据农民的需求，邀请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指导能力强的专家和

技术骨干做为培训讲师，同时我也会邀请优秀电商村民代表来进行经验分享……

（3）宣传动员。我会通过在村里的公告栏张贴公告，在村民群内发送培训信息等形式告知本次技

能培训的内容和时间地点，包括授课专家的信息、具体培训流程等，鼓励大家积极参加……

第三步——中期展开：

（1）理论讲解。我会请培训讲师进行理论讲解，一方面介绍电商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以及当前

趋势，帮助村民们建立对电商的正确认识……

（2）实际操作。我会请老师们实际演练电脑进行操作，包括如何在电商平台上注册账号、开店、

上传产品、设置价格、管理订单等操作流程，以及如何利用平台工具进行数据分析、优化店铺运营等，

同时安排村民一同进行演练…

（3）互动答疑。我会安排村民与专家讲师进行互动，解答村民还存在的疑惑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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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验分享及实地参观。我会安排部分村民们到电商发展好的村落，现场参观，同时请优秀电

商代表分享经验，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法，让村民们从中获得启发……

第四步——后期保障：

（1）定期回访与指导。在培训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会定期回访村民们，了解他们的学习进度

和运营情况，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2）建立电商服务平台。利用微信群，搭建专门的电商服务线上平台，为村民们提供持续的技术

支持、市场分析、营销推广等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利用电商推广产品……

第五步——结尾：

相信通过这样一次全面、系统的电商培训，村民们能够掌握电商运营的基本技能，为我村枸杞的推

广和销售开辟新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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