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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探访“中国油茶之乡”

传统农业“新”在何处

山西太原：

农文旅融合

激活美丽乡村“密码”

“一汤香飘三千年，百味流韵并州城。 ”太

原小店牺汤始于周朝， 西周贵族用全羊祭祀祖

先后，将全羊煮熟，连汤带肉分给族人享用，后

该仪式由宫廷走向民间， 成为太原一带民间祭

祀求雨的传统习俗。

2007

年，小店牺汤正式入

选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山西省首批

3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王吴村以葡萄采摘、各类

农特产品为载体， 积极推动现代农业产业与休

闲旅游文化融合发展， 全方位打造农文旅融合

的生态观光农业。

在这里，

4

月赏花海、

7

月摘葡萄、

9

月品香

梨、

12

月采草莓的新农村风貌已然成形； 八大

碗的朴素与牺汤的浓醇香飘四季； 西家凹蜂蜜

口感纯正、色泽清亮，已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的“甜蜜产业”。

小店区委副书记、区长康建斌介绍，近年来，

小店区以“特”“优”战略为引领，深入挖掘文化内

涵，深耕农业特色产业，以农促旅、以旅兴农，涵盖

特色餐饮、旅游观光、农事体验等多种业态的休闲

农业产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一批具有小店特色、

拿得出手、叫得响亮的品牌产品。

目前，小店区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131

项，

其中国家级

1

项，省级

18

项，市级

23

项，区级

89

项，共有非遗传承人

91

名，非遗和非遗传承

人数量均居太原市首位。 该区全面加强非遗保

护工作，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

批濒危和具有重要价值的非遗得到有效保护，

社会知晓率、群众认可度提升，为推动农文旅融

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通过品鉴地道牺汤美食、体验葡萄采摘的

乐趣、展销推介特色农副产品，让广大游客朋友

体验传统非遗韵味，感受浓浓烟火气息。 ”康建

斌说， 小店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将牺汤品

鉴、 特色农产品等作为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有效支点，不断挖掘非遗市场价值，推动乡村旅

游品牌化发展， 走出一条产业融合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之路。

(

王超

)

归侨赤子深耕种子行业

助力中国与东盟农业

深入合作

“

2023

年， 我们公司全年销售推广水稻、玉

米、蔬菜种子约

1800

吨，其中出口种子近

1200

吨，出口业务达到全年业务的

66%

左右。 ”越南

归侨、 广西万川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全满近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

口。近年来，广西持续拓展与东盟国家的农业合作

新领域，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

此前，广西官方提出，当地要与东盟国家加强

农业技术合作，在现代种业、农产品加工、农业机

械等领域加强交流。

2014

年，在广西官方支持下，

广西万川种业有限公司在越南建设中国

(

广西

)

—

越南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

对于广西在越南的农业合作前景， 吴全满

十分看好。“广西与越南陆海相连，两地的气候

条件、种植结构较为相似。 在农业合作方面，越

南有着天然的优势。 ”他说。

谈及创业经历，吴全满告诉记者，他在越南出

生，后来随家人回国读书。毕业后他进入南宁当地

农业部门工作，作为技术人员，他多次前往越南进

行中国杂交水稻示范和推广方面的技术援助。

“我深知一粒良种对农民有多么重要。 ”吴

全满称，他创业的初心是培育产量更高、成品更

好的优质种子，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然而创业之

路并非一帆风顺，公司建立初期，由于缺乏自有

品种，育种水平低，技术人员无法解决产品的来

源问题，销路一度举步维艰。

“

2020

年之前 ，我们每年都在越南对当地

农民进行水稻栽培的相关培训。 ”吴全满介绍，

培训内容主要为水稻的种植与栽培， 包括株苗

之间的间距、肥料的使用剂量等，帮助当地农民

掌握增产增收的相关知识。

当前， 广西万川种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水稻

所联合培育的杂交水稻新品种， 以及新推出的

甜糯玉米新品种，在中国多地进行示范展示。 吴

全满称， 今年计划扩大在东盟国家的种植示范

推广范围， 逐步将杂交水稻新品种和甜糯玉米

新品种推向东盟市场。

(

韦佳秀

)

当山茶油遇上咖啡香， 传统

农业有了全新表达。 在位于浙江

衢州常山的浙江大学—常山县油

茶产业联合研究中心， 每当有参

观者到访， 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

士、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刘雪

松总是热情地邀请到访者品尝山

茶油咖啡。

“没有想到吧，山茶油还能与

咖啡适配。 ” 谈及家乡的“这滴

油”，刘雪松滔滔不绝。 作为常山

人， 山茶花漫山盛开的景象是他

记忆里的童年模样。

好山好水出好油，十里长坡万

树花。 早在

2000

多年前，常山就

是油茶的天然分布区， 温润的气

候、充沛的雨量和充足的光照，让

这里成为适宜油茶生长的“黄金

地带”。 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常山人

的坚守，如今，常山油茶种植面积

达

29

万亩， 占浙江省种植面积的

12%

，油茶籽年产量达

8250

吨，油

茶籽油

2000

余吨。 正因如此，常

山这座浙江最西部的山区小城，

成了“中国油茶之乡”。

传统农业如何焕发新生？这是

农业大县普遍会遇到的问题。 常

山有着自己的方法论。

常山县油茶产业发展中心主

任王昆喜介绍， 作为支柱产业之

一， 常山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着油

茶。 为赋予油茶产业更多活力，近

年来，当地对种植、经营模式进行

改革，构建了“经营主体

+

两山合

作社

+

村集体

+

农户” 的共富机

制，聚力盘活分散的油茶林，打造

土地入股 、劳务参与、产品购销 、

利益分配的新型利益共同体。 在

油茶林下，百姓种起了生姜、黄精

等作物， 常山全县油茶林下复合

经营达

5000

亩以上，亩均效益超

过

5000

元。

创新的模式， 让百姓有了新收

入，也吸引着新老常山人的回归。刘

雪松正是其中之一

“看到家乡如此重视油茶产业，

我也义不容辞。事实上，常山油茶产

业的发展路径， 是中国众多县域经

济中天然作物发展的缩影， 其发展

的重点在于重新定义产业新赛道，

通过新技术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条，

实现对油茶资源的‘吃干榨净’。”刘

雪松说， 目前他和团队成员在基于

大市场数据归纳的基础上， 研发了

山茶花西打酒、卸妆油等近

40

款产

品，力求开辟常山油茶的新未来。

除了赋予油茶产业更多可能

性，常山深知，提高品牌价值的重要

性。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山

县委书记潘晓辉接受媒体采访时就

曾表示， 农业正在从偏重规模和数

量的“吃饭农业”，向更加倚重质量

和效益的“品牌农业”迈进。

芳村镇未来乡村芳油中心，正

是当地对外展示油茶产业品牌文

化的窗口。 在这里， 仍然能看到

2000

多年前的古法榨油工艺 ，悠

长的号子声伴随着清脆的撞击声，

响彻整个榨油坊，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法木榨技艺在此被完整保留。

不仅如此，常山还将对茶油品

牌的重视，融入一枚小小的二维码

中，通过“一瓶一码 ”防伪溯源查

询系统，实现了山茶油安全的全程

可追溯，为消费者守护“舌尖上的

食用油安全”；围绕打造“一份常

礼”，不断推动“常山山茶油”区域

品牌升级，建设直播基地，推出山

茶油网红产品，地标品牌价值突破

13.53

亿元。

油茶产业， 正为常山的乡村振

兴添“油”加力。 当地通过不断丰富

“油茶

+

”旅游业态，开辟“产学研

旅”融合发展的道路，累计接待国内

外游客

30

万人次，年均“油

+

游”

收入超

3

亿元， 带动约

5

万名本地

林农增收。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聚焦一产

油茶保供、二产提能升级、三产融合

发展，打好‘组合拳’，稳步打造百亿

级特色产业集群， 助力油茶产业专

深至精、行稳致远。 ”潘晓辉说。

（唐炜妮 文

/

图）

时下，太行山上酸枣花、荆花

花期行将结束，长达两三个月的盛

花期让蜂农李广飞收获颇丰。

“这次蜂群采足了蜜，接下来就

要繁殖越冬蜂， 为明年的花期做准

备。 ”李广飞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

县许亭镇李家庄村人， 他目前养了

260

多箱蜂， 并通过养蜂赚取的收

入盖起

280

平方米的新房。

赞皇县养蜂协会会长陈秀英

表示，中国四大蜜源中，有三大蜜

源在太行山。赞皇处于太行山中段

东麓，蜂产业是这里继大枣、核桃

之后的第三大农副产品支柱产业。

“目前， 赞皇

1260

户养蜂户散布

11

个乡镇

150

个行政村。 ”

蜜蜂谷是赞皇县正在打造的特

色沟域经济带之一———许亭镇“苹”

水相“蜂”沟域经济带的一部分。

“蜜蜂谷以赞皇蜂产业为依

托 ，占地

1077

亩 ，主打‘自然研

学’。 ”陈秀英说，这里还是中国传

统当家蜂种———中华蜜蜂的种蜂

场，将建设“蜂”狂探秘研学基地、

特色蜂疗木屋等，研学团队可来此

体验割蜜、摇蜜、品蜜等。

“苹”水相“蜂”沟域经济带位

于距赞皇城区

20

公里的西部山

区， 覆盖约

30

平方公里范围。 赞

皇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马辉介

绍，除蜜蜂谷外 ，还有“一岭 ”“一

水’’和“一相”。

“一岭” 距离蜜蜂谷仅

1 .5

公

里，这道沟域盛产“岭底红”苹果。

许亭镇岭根底村坐落于此， 是一

座有

1000

多亩果园 ， 常住人口

140

余人的小山村。

“我们的‘岭底红 ’ 苹果每年热

销。 ”岭根底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郑建忠说， 村子每年产四

五百吨苹果 ，

10

月中旬后进入采

摘旺季， 往年最火爆时每日接待

游客达两三千人次。

马辉称，“一岭”将建设“岭底

红” 苹果种植基地、 果园轻露营、

农创体验馆等，旨在实现苹果产业

与蜜蜂谷生态产业融合发展，建立

“绿色

+

金色”生态“循环链”。

“许亭镇许亭村西侧的平泉湖

三面环山，四季风景如画。 特色沟

域经济带中的‘一水’则是以此为

依托，打造山野垂钓场所、农夫亲

子乐园。 ”马辉说。

平原湖畔，占地

1.5

万平方米

的四季湖光露营地于今年

6

月投

入运营，帐篷式营房与湖光山色相

映成趣。

据运营方线下运营经理罗松

介绍，营地

20

个住宿单元能容纳

80

人，游客可在此体验木雕、漆扇

制作等手工 ，还可垂钓 、采摘，观

看露天电影、乐队演出，进行环湖

观光等。

“游客大多来自京津冀地区，

也有山西等地游客入住。目前日常

入住率为

40%

至

50%

， 周末和节

假日满员。 ”罗松说。

这条特色沟域经济带中最引

人瞩目的，当属“一相”———许亭镇

许亭村。 这座被誉为“唐相故里”

“宰相之乡” 的村子， 唐代时曾先

后出过六任宰相。 村内，投资

340

万元人民币建设的“赞皇六宰相

馆” 主体已完工， 预计

10

月完成

室内展陈。

“包括许亭镇‘苹 ’水相‘蜂 ’

沟域经济带在内， 赞皇县深入发

掘沟域范围内的自然景观、 历史

文化及产业资源， 找准沟域发展

定位，嶂石岩镇王落‘山那边 ’沟

域经济带、土门乡原村‘布 ’落沟

域经济带、黄北坪乡段里沟‘十里

杏花谷’ 沟域经济带等

4

条特色

沟域经济带已经成型。 ”赞皇县农

业农村局党组书记韩立芳称 ，其

余

7

条特色沟域经济带在积极谋

划推动中。

“以绿色生态、产业融合为特

征 ，我们正在通过推动沟域经济

发展，探索一条乡村振兴的发展

新路径 ，使村村有特色、处处是

产业、户户有增收。 ”赞皇县副县

长张晴道。 （付子豪）

村村有特色 沟沟有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