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安康讯（农业科技报·中
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王革委）3月
26日，数十年专注打造富硒茶领导
品牌的陕西省安康市，分别在紫阳
县向阳镇和安康市汉滨区瀛湖镇
举办了两场声势浩大的春茶开园
活动。为推动茶旅融合发展，紫阳
县唱响“茶歌紫阳 幸福安康”，汉滨
区主打“梦里水乡，画里瀛湖。”

据了解，紫阳县是中国最大的
天然富硒区、最古老的北缘茶区、
最早的贡茶产地。紫阳富硒茶已
先后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全国十大绿茶公共品牌、中国地理
标志农产品等百余项殊荣，成为中
国—中亚峰会指定用茶，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跃升至 62.22 亿元。目
前，当地26万亩茶园正式进入采
茶季。

而汉滨区瀛湖镇以打造旅游特

色小镇为目标，围绕“经济强镇、农
业重镇、旅游名镇、文明新镇”的发
展战略，坚持“一湖两线三区六大经
济板块”和“一村一品、一步一景、一
季一花、一果一节”的发展思路，成
功举办了两届春茶采摘节，打造特
色生态农家乐36家，新建高品质民
宿5家，举办茶叶节、杨梅节等系列
丰收活动3次，坚持“生态立村，基
础强村，产业富村，茶旅新村”的发
展战略，发展茶园3万余亩，户均3
亩茶园，年产茶叶120吨，成为当地
群众致富的主导产业。

“又是一年采茶季，又闻满坡
茶歌声；感谢村支书带领群众发展
茶产业，带领我们走上致富道路。”
37岁的汉滨区瀛湖镇桥兴村采茶
女工单东赛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
说道。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茶叶局）

党组书记、局长徐杰在紫阳春茶开
园活动中表示，安康市将秉承“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
紧围绕“绿色、富硒、有机”产品目
标，聚焦品种培新培优，创建高效
示范茶园，全力提升现有茶叶基地
标准化水平；聚力品质优良安全，
加大清洁化改造力度，将“安康富
硒茶”培育为“秦巴优品、硒有安
康”的拳头产品；聚能市场推广营
销，完善“线下线上”两个体系，不
断提升安康富硒茶品牌影响力；聚
集产业融合发展，打造茶旅融合示
范区，真正让“绿水青山”和“金山
银山”颜值更高、成色更足。

安康当天同时进行的两场开
园活动，经过网络直播后，线上线
下获得很好的评价。未来，安康富
硒茶将以自身的优良品质形成领
导品牌，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

本报南京讯（农业科技
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赵
明非 通讯员 张建刚）3月
26日，“2024中国蜂产品行业
大会”在江苏南京召开。大会
隆重发布“2023中国蜂产品
区域品牌价值榜单”，宝鸡蜂
蜜品牌价值5.6亿元，在54个
上榜品牌中名列第九。

本次榜单由中国食品土
畜进出口商会蜂产品分会、深
圳九能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品牌农业与市场》杂志、《蜜
蜂》杂志联合发布。以“GB/
T36678-2018《区域品牌价
值评价》”为依据，建立数理模
型推演而成，涵盖54个符合
商标注册要求的蜂蜜区域品
牌，是对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
进行的首次全面、系统、科学
的价值评价。

近年来，宝鸡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蜂产业发展，制定
出台发展规划，按照“政府引

导、企业主导，市场化推进、全
产业链开发”的思路，聚集产
业要素，延伸产业链条，多业
态、一体化发展蜂产业。全市
发展产业重点县6个、中蜂养
殖户万余个、专业合作社95
个、养蜂大村32个、标准化养
蜂场152个，引进培育森宝蜂
业、冠友蜂业、康辉蜂业、丰田
蜂业等一批龙头企业，建设打
造森宝蜂业工业旅游景区、陇
县八渡蜜蜂小镇、秦岭国有林
区生态文化科普馆等“旅游+”
蜂业场企。中蜂存栏37.4万
箱，占全国5.6%、陕西省近一
半，年生产、销售蜂蜜产品1.6
万余吨，产值5亿多元。先后
荣获“中华蜜蜂之乡”“中国洋
槐蜜之乡”和“中国优质蜂产
品基地”等称号。宝鸡蜂蜜口
味醇厚、质量上乘，获颁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远
销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湖
北、宁夏等13个省（区）。

今年以来，随着哈尔滨
旅游火爆“出圈”，由当地特
产蔓越莓开始，全国掀起一
场乡村土特产大摸底。吉林
蓝莓、四川鱼子酱、广西砂糖
橘、山西大闸蟹……越来越
多的优势农产品被消费者所
熟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胡凌啸
表示，我国丰富的资源禀赋
为发展多元化的产业提供了
可能，也造就了百业齐兴的
乡村土特产发展格局。但
是，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要求相比，一些地方产业同
质化现象比较突出，提高产
品差异化竞争力迫在眉睫。

胡凌啸看来，消费者越
来越重视产品品质和消费
体验，培育土特产的差异
化竞争力，需要从3个方面
考 虑 。 一是找准产品特
质，并把这个特质做到极
致；二是向产业链后端或
第三产业延伸，比如开发
旅游伴手礼等方式；三是
对产品进行文化赋能和科
技赋能。同时，他表示，这
些探索都需要引入更多的
经营主体，包括企业、合作
社和返乡青年，广泛利用
优质人力资本，打造土特
产的差异化竞争力。

产业振兴中，“土特产”
是一篇大文章，而新质生产
力恰恰是做好“土特产”文章
的新动能。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济南果品研究所所长吴茂玉
介绍，土特产大部分都是鲜
活的农产品，非常容易腐烂
变质，全国果蔬损失率高达

25%至30%。要解决损失率
高的问题，一个方向是预冷
加全程冷链。当前国内果蔬
实现预冷处理的比例不到
5%，全程冷链的比例也比较
低。另一个方向是鲜活产品
就地加工，这也是提升品质
的关键措施。

以威海无花果为例，其
采后腐损率高达30%以上。

“生了不好吃，熟了不好运”，
让这一威海最具竞争力的优
势特色产品走不出去。

吴茂玉介绍，为了解决
这一难题，研究所在多层级
压差预冷、防霉气调保鲜、精
准温区蓄冷保温运输等关键
技术上实现突破，建立了“标
准化采摘—压差预冷—防结
露包装—冷藏运输”的无花
果商业化冷链流通体系。

冷链物流普及度不高，
与冷链运输成本较高但土特
产价格上不去有直接关系。
吴茂玉表示，同样的农产品，
看着差不多，但品质风味差
别很大。现在通过数字化技
术进行精准画像，用数据表
征质量品牌特色，能够让好
品质被看见，有利于推动土
特产优质优价。

此外，胡凌啸认为，土特
产在向国内外市场推广的过
程中还普遍面临营销困难。
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加大
科研投入，持续提升数字化、
智能化营销能力。

实践证明，通过新质生
产力赋能，全方位提升“土特
产”产业链，未来一定会有更
多的土特产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

（据《经济日报》）

不负春日好时光 春茶开园采收忙

陕西安康全力打造富硒有机茶品牌

“宝鸡蜂蜜”区域品牌
价值评估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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