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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特 产 如 何 闯 出 大 市 场
——广东省茂名市发展特色农业调查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茂名是广东省首个农业产值超千亿元的地

级市。近年来，茂名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全产业

链培育“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特色农业，2023 年

各类土特产实现总产值 530 亿元，累计建起 200

多家“乡村微工厂”，带动 60 万农民就业增收。

小小土特产如何成就富民兴村的大产业？

近日，记者深入茂名农村调研采访，探寻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新动向，感受土特产绘就的乡村振兴

美好图景。

念好“土”字诀

说起茂名土特产，荔枝首屈一指。茂名荔

枝栽培历史超过 2300 年，截至今年 6 月，茂名市

共有一级古荔枝树 69 株、二级古荔枝树 105 株、

三级古荔枝树 4137 株。有数据显示，全球平均

每 5 颗荔枝中就有 1 颗产自茂名。今年前三季

度，茂名荔枝种植面积 142.39 万亩，产量 50.21

万吨。

走进位于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的古荔枝园，

荔枝林绿意盎然，荔农正在给果树进行过冬保

养。古荔枝树枝繁叶茂、千姿百态，像一部部厚

厚的史书，向来访的客人讲述着这里的故事。

如 何 把 上 千 年 的 产 业 更 好 地 传 承 发 展 下

去？柏桥村不断探索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柏

桥村尝到了种植荔枝的甜头，便围绕荔枝这一土

特产精耕细作，蹚出了一条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增

收致富路。如今，种荔枝、鼓腰包，住“荔枝楼”、

开小汽车，已成为多数柏桥村村民小康生活的生

动写照。

作为广东省级“一村一品”荔枝生产专业村，

柏桥村荔枝种植面积占全村土地面积的 87%以

上，现有种植面积 6800 亩。

“这里家家户户都有荔枝树。2023 年柏桥村

荔枝产量达 1 万吨，产值 1.4 亿元。中国荔枝博

览馆、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中国荔枝产业大会

永久会址 3 个平台都落户村里。”柏桥村驻村第

一书记何霞说。

近年来，茂名荔枝产业在生产、流通、消费方

面持续发力，强化品牌和科技双轮驱动。茂名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茂名坚持荔枝产品

培优，促进“规模效益”向“质量效益”转变。过去

两年间，借助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保存的 700 多

份荔枝种质资源，已培养出 2300 棵杂交育种荔

枝树苗。通过推广良种，目前白糖罂、桂味、妃子

笑等荔枝优质品种占比达 80%。

为了让荔枝卖出好价钱，茂名坚持品牌塑

造，连年承办中国荔枝产业大会，建成中国荔枝

博览馆，“茂名白糖罂荔枝”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开发出荔枝饮料、荔枝酒等精深加工产

品，推动荔枝产业价值跃升。在品牌影响力带动

下，近年来，茂名荔枝全产业链产值超过 120 亿

元，创造就业岗位 15 万个。

在茂名，不只是荔枝从小特产走向大产业。

茂名下辖的茂南区、电白区以及代管的高州市、

化州市、信宜市农业物产丰饶，全市土特产种类

超过 350 个。

经过多年发展，茂名培育了“五棵树”（荔枝、

龙眼、三华李、化橘红、沉香）及“一条鱼”（罗非

鱼）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同时，茂名还依托优良

的农业产品和特色菜系“高凉菜”，打造特色预制

菜产业，围绕“五棵树一条鱼一桌菜”形成了

一批现代农业产业集群。2023 年底，茂名

出台《“土特产定制”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2024—2026 年）》，提出通过开展茂

名土特产定制系列活动，扩大“茂

名荔枝”“信宜三华李”“高州龙眼”

“化州橘红”“电白沉香”等区域公

用品牌影响力。

荔枝、龙眼、三华李这些传统

土特产，正书写着茂名特色农业发

展的大文章。今年，茂名特色

农 产 品 全 线 卖 出 了 好 价

钱 ：荔 枝 销 售 价 格 提

高 40%以 上 ，龙 眼

收购价格不断走

高，三华李整体价格比去年

明显提升，罗非鱼塘头收购价格同

比增长 25.6%⋯⋯

“接下来，我们将着重

调整产业结构，引领农业

高质量发展。”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车东

耀介绍，茂名将根据主导产业实际，依托蔬

菜、荔枝、化橘红、香蕉、龙眼、生猪、家禽、海洋渔

业、罗非鱼、饲料 10 个产业，全产业链打造 10 个

百亿元级农业产业集群。

打好“特”色牌

品一杯化橘红茶、尝一块酥甜可口的荔枝

饼、吃一尾鲜嫩可口的罗非鱼⋯⋯今年国庆假

期，超 240 万人次涌入茂名市，品尝当地特色农

产品，乡村夜市灯火通明、人流如潮。

打好“特”色牌，要在“品”上下功夫，在保证

农产品品质基础上，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人优我特”。

源自茂名市化州市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化橘红，名列中国“四大南药”及“十大广药”。

化州市的土壤条件和气候环境非常适宜种植化

橘红，从业农户达 30 多万人。2023 年，茂名市化

橘红种植面积达 13.2 万亩，年产鲜果 6 万多吨、

干果 1.2 万多吨，全产业链产值 102 亿元。

为了栽好“特色树”，当地在良种培育、标准

示范等方面下功夫，化橘红产业集聚程度显著提

速，行业标准持续完善，品牌效应有效提升，销售

路径不断拓展。

近年来，化州市加强化橘红良种培育与推

广，打造了以化州市化橘红良种繁育中心和 12

个良种育苗场为主的“1+12”良种繁育基地，良

种覆盖率为 100%。接下来，化州将推动新增化

橘红种植面积 1.4 万亩。

行 业

标 准 也 在

持 续 完 善 。

化州市实施化

橘 红 产 业 十 大 标

准，从育苗管理、产品溯

源等方面，构建化橘红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

系。此外，化州着力打造追溯系统，26 家化橘红

生产经营主体实现一码溯源全链条监管，标准化

程度大幅提升。

打好“特”色牌，还要在精深加工、技术创新

等方面持续发力，做到人有我精。

漫山遍野的绿植、热闹的街边商铺、繁忙的

加工车间⋯⋯在“中国沉香之乡”茂名市电白区，

目之所及总少不了沉香。近 13 万亩的连绵林

海，不仅绿了一方水土，还让电白区闯出一条从

育苗、种植到生产、加工、研发、销售的沉香全产

业 链 条 。 今 年 上 半 年 ，茂 名 市 沉 香 种 植 面 积

26.39 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超 25 亿元。

在深加工环节，电白区注重技术创新，已开

发出日化用品、工艺品、燃香、茶叶、香料、饮片和

中成药七大类 100 多种不同业态的沉香产

品，洗发水、香水、护肤品、香薰等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不仅满足了消

费者对沉香产品的多样化

需求，也进一步拓

宽 了 沉 香 产 业

链 市 场 空 间 。

“随着沉香特

色 产 业 的 发

展，越来越多人

坚 定 了 在 家 乡

经 营 沉 香 生 意

的信心。”沙垌村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钟

影虹说。

走进沙垌沉香墟，带有沉香字眼的商铺

招牌整齐有序。街道两旁，生活香品、香具

香器、香水精油等沉香产品琳琅满目。沿着沉

香墟一路行走，随处可见香农生产加工、直播带

货、打包发货的场景。

“现在村里奇楠种植发展非常好，家家户户

都在做沉香产品，生活也越来越好。”沙垌村香农

小陈说。

当前，在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的推动下，茂名着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

衡难题，全面壮大县域经济，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在特色产业带动下，茂名市农业总产值连续

3 年超千亿元。

不过，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看到，茂名化橘

红、沉香等特色产品种植规模化、加工集群化、科

技集成化、营销品牌化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如何跳出本地看本地，聚焦重点区域和特定群

体，增强特色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

扩大销售的面与量，是接下来产业发展的关键。

唱响“产”字歌

如 今 ，茂 名 发 展 特 色 农 产 品 不 再“就 农 论

农”，而是在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上不断发

力，产业链条延伸至加工分选、仓储保鲜、包装运

输、电商销售等多个环节。

走进高州市石鼓镇丽山村罗非鱼养殖基地，

只见一尾尾罗非鱼翻腾跳跃，鱼跃人欢的丰收景

象展现在眼前。“今年罗非鱼价格比去年有所上

涨。”该基地负责人潘文伟介绍，他们主要发展活

鲜运输业务，将新鲜的罗非鱼销往四川、云南等

10 多个省份。

依靠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茂名持续做强

“鱼文章”，构建起

从种苗选育、

养 殖 到

加工、销售、研发的全产业链条，发展成

为“世界罗非鱼产业优势核心区”。茂名

还建成了罗非鱼种质资源库，保存优质种质 50

多个家系，拥有国家级罗非鱼良种场 1 家、省级

良种场 2 家，年产优质罗非鱼苗约 19.86 亿尾。

茂名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茂名先

后 出 台 了《茂 名 市 罗 非 鱼 产 业 提 升 行 动 方 案

（2022—2025 年）》《茂名市罗非鱼产业高质量发

展十条措施》，着力推动罗非鱼特色优势产业高

质量发展，成功创建“茂名罗非鱼”区域公共品

牌，形成在全国具有竞争力的地方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

脆肉罗非鱼是罗非鱼中的佼佼者。在金塘

镇，广东友联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拥有养殖水域

面积 3000 余亩，其中脆肉罗非鱼养殖水域 800

亩，年产值约 1.5 亿元。

“我们采用‘天然水域养殖+吊水鱼池’的养

殖模式，将传统罗非鱼升级为高端产品脆肉罗非

鱼（脆肉鲷），大大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吊水脆肉

鲷、吊水罗非鱼、酸菜鱼、冻罗非鱼片等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该公司行政副总经理罗楚冰介绍，通

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电商”的合作模

式，带动了群众就业增收，罗非鱼产业也成为当

地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

今年上半年，茂名市罗非鱼养殖面积超 26

万 亩 ，罗 非 鱼 一 产 产 量 13.52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4.8%；罗非鱼相关产品出口总量 3.8 万吨，同比增

长 1.6%；出口总值 8.1 亿元，同比增长 19.7%。

实现农业增值，关键要靠科技。如今，借助

科技创新，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新鲜荔

枝。茂名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种植资源管理部

副部长赵俊生告诉记者，国家荔枝种质资源圃开

展了多项荔枝保鲜技术研究，通过绿色安全的保

鲜技术提升产品价值链。今年，应用保鲜技术的

“冻眠荔枝”一上市便冲上热搜，前景广阔。

拓展农业增值增效空间，还要善于用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反哺第一产业。茂名强化全产业

链发展，不仅积极谋划农产品加工项目，还借力

乡村旅游提升农业发展质效。

近年来，各地鼓励发展乡村旅游，但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产品存在产业融合度不高等问题，

“千村一面”现象突出，缺乏自身特色。如何深挖

特色文化？茂名抓住旅游消费新趋势，依托当地

特色文化重点建设了油城墟、疍家墟、窦州墟、高

凉墟、橘州墟 5 个样板墟，推动农业、文化、旅游

等产业相互融通、共同发展。

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邹国兵说，今年以

来，茂名举办了“520 我爱荔”旅游季、2024 茂名

市齐来“趁墟”助力“百千万工程”促文旅消费等

系列活动，助力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茂名市委书记、茂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庄悦

群表示，茂名要继续立足资源禀赋，深挖发展潜

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抓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本土特色农

业企业，主动“走出去”招商引资，全力推动农业

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农民群众辛勤耕耘，政策红利充分释放，特

色农业全链条发展，一幅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

画卷正在茂名徐徐展开。

荔枝、沉香、化橘红、罗非鱼⋯⋯在广东省茂名市，有不少响当当的农产品品

牌。近年来，茂名推动特色农业集聚成势、全链发展，土特产影响力知名度不断

提升，从乡村走向广阔市场，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成为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引擎。

乡村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是目前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面临的一大瓶颈。乡村特色产业是

乡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的重要发力点。

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要延伸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依据各地自然环境及生产工

艺、历史文化等人文因素，积极发掘、培育乡

村特色产品，实现适度规模生产的同时努力

做精做优。发挥乡村特色产业园示范带动效

应，形成“基地优、龙头强、集群聚、链条延、业

态兴、品牌响、产业壮”的发展格局。注重提

高乡村特色产业的产销衔接水平，强化大数

据对产销的精准指导。大力开发乡村特色产

业的多种功能和价值，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不断拓展农民增收和特色产业发展空

间。深入挖掘乡村特色产业蕴含的优秀传统

文化，运用乡村故事、文创产品、节庆活动等

形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文化+旅游”深度

融合。

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要依托现代化生

产体系。通过科技平台搭建、人才引育、成果

转化、推广普及等专项工程，促进技术革命性

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

级，实现设施化、机械化、绿色化、数字化，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健全乡村特色产业科技特派员

制度，聚焦技术指导、技能培训、规划设计等科

技服务需求，强化科技对乡村特色产业的支撑

作用，并持续优化政策体系、配套资源与服务

环境；加快培育标准化生产基地，建立健全衔

接乡村特色产业生产端和消费端的新型标准

体系，系统性覆盖其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

促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还要充分激发农

民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有序推进农民职

业教育扩优提质，提升农民运用先进技术设

备、经营管理知识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能力；

壮大以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的现代化生产经

营队伍，通过社会化服务、农户间合作、资源流

转等多种形式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生产要

素优化、效率提升；完善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

体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小农户与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有机衔接，全面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经

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实现综合

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副教授）

乡村产业要在“特”上发力
曾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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