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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松溪：

一根甘蔗，制出一串衍生品

“开镰啦！ 开镰啦！ ”近日，松溪百年蔗开镰

活动在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郑墩镇万前村举

行。 现场，蔗农将一根根百年蔗砍下，然后用麻

绳捆绑起来，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百年蔗产业是松溪的优势特色产业， 拥有

近

300

年的种植历史。 目前，松溪百年蔗种植面

积达

2000

多亩，总产量突破

8000

吨。 近年来，

当地强化科技赋能， 持续进行百年蔗功能性食

品、药品等精深加工研究，推出后生元功能性红

糖、蔗酒、红糖茶点茶饮等产品，进一步延伸百

年蔗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

万前村是百年蔗之乡， 百年蔗核心保护区

就坐落于此。

2012

年，万前村党支部带领村民创

办万通百年蔗蔬菜专业合作社。

2013

年，万前村

成立百年蔗制糖加工厂，进行百年蔗红糖熬制，

迈出松溪百年蔗加工产业发展的第一步。

如今， 百年蔗产业已从最初的红糖粗加工

发展到针对不同功效开发的精细加工， 各种衍

生产品陆续研发上市。

在不久前举行的

2024

年百年蔗新品发布

会上， 包括雍韵蔗酒在内的多款百年蔗系列新

品亮相。 据悉，雍韵蔗酒由福建雍蔗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出品，以优质的松溪百年蔗为原料，结合

现代科技，对酿造过程进行精细控制。

“后生元作为对宿主健康有益的无生命微生

物，具有抗氧化、改善肠道、解酒护肝和改善睡

眠等多种益处，而百年蔗红糖在特定条件下，有

保护神经元和改善认知功能。 ”浙江大学动物科

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大喜介绍。

“百年蔗红糖的定位是‘糖中贵族’，公司后

续的产品会突出百年蔗红糖与普通红糖的差异

化特征，并继续与后生元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产

品附加值。 ”红唐纪代表柯茂奎说。

在不断丰富百年蔗产品的同时， 商家也在

尝试将更多特色文创元素融入百年蔗系列产品

的包装设计，增加产品附加值，提升其市场竞争

力。 比如，福建省民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新出品

的百年蔗中国红礼盒包装上， 除了有一幅烫金

工艺勾勒的百年蔗图案， 还有松溪的地标性建

筑———奎光塔。

为助力产业发展， 松溪还成立了百年蔗产

学研协调领导小组， 持续加强与中科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江南大学院士团队、广西大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的合作， 开展百年蔗药用

价值和天然药化研究，推进百年蔗基因组测序、

注释，完成并发布《百年蔗活性成分与保健功能

白皮书》，为百年蔗的科学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

力。 （许可欣）

湖南桃源：

选优育强村级后备力量

�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村工作了，

我们的村干部队伍也越来越有活力了。 ”近日，

湖南省桃源县东岳殿村党总支书记黄志辉看着

正在忙碌的年轻村干部说。

近些年来，桃源县立足村级“两委”换届，深

入实施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

234

”工程，全县

413

个村（社区）至少动态储备

2

名村主干后备

人选、

3

名其他村干部后备人选和

4

名入党积极

分子，为推动村级发展蓄足源头活水。

桃源县不仅将本村致富能手、农村实用技术

人才、退役军人纳入村级后备力量，还注重从外

出务工经商人员、 大学毕业生中发现后备干部

人选， 想方设法吸引在外优秀人才返乡干事创

业，并分类建立后备干部台账。 目前全县储备村

级后备干部

3750

余人，其中村党组织书记后备

力量

831

人。

坚持高标准选人，县委书记带头，县班子成

员包联

28

个乡镇（街道），逐村摸排后备人选。

明确政治素质好、道德品行好，带富能力强、协

调能力强“双好双强”标准，并建立负面清单。 注

重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经县、乡、村三级

筛选把关，把好村级后备力量队伍“入口关”。

把村级后备力量培养锻炼和跟踪管理作为

重要任务，积极推行导师帮带制，让有经验的乡

镇干部、 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与后备力量结成对

子，经常性帮带。 根据个人专业特长等，分类设

置村级财务、纠纷调解、产业发展等锻炼岗位，

安排后备力量有针对性地协助处理村级事务 ，

帮助他们尽快熟悉情况。 对后备力量实行动态

管理，将表现优秀、群众认可的人选纳入村干部

队伍，去年以来，共有

16

人补选进入村“两委”

班子。 （沈修国）

日前， 云南省元阳县阿者科

村成功入选联合国“最佳旅游乡

村”，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在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

田的怀抱中， 阿者科村以其独特

的魅力和科学的发展理念， 以及

在遗产保护、 文化传承与旅游发

展融合方面的创新实践， 获得联

合国认可，属实不易。

多年来， 阿者科村始终坚持

走绿色发展之路， 通过设立内源

式村集体旅游发展公司， 将村民

转变为股民、资源转变为资产，实

现了遗产保护、 文化传承与旅游

发展的共赢。

“自从加入村集体公司，日子

越过越红火。 我们还积极参与到

村庄事务和旅游发展中， 如今保

护家园的意识也更强了。 ”村民高

美华感慨道。

在活态遗产保护传承方面，

阿者科村设立了严格的分红规

则， 确保村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

获得实惠的同时， 也积极投入到

传统民居、 梯田和生态环境的保

护中。

村民卢爱文说：“梯田里不仅

栽稻谷，还养鱼、养鸭，村里还有

到现在一点都没有变化的蘑菇

房，游客都喜欢来拍照、游玩，我

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 真的实现

了‘有家的地方有工作，有工作的

地方有家’的愿望。 ”

近年来，阿者科村不仅注重遗

产保护，还做活了“美”的文章 ，激

发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 通过提升

村庄治理水平、鼓励就近就业和关

注弱势群体，阿者科村实现了全面

发展。

村民龙小妹是阿者科村集体

旅游公司的售票员并担任导游，每

天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她用自己

的热情和专业知识向游客介绍蘑

菇房、梯田，讲述“阿者科计划”（高

校帮扶乡村的机制）的故事 ，让更

多的人了解并爱上这个美丽的小

村庄。 她开心地说：“现在我在家门

口工作，积极参与保护哈尼族原始

蘑菇房 、梯田的同时 ，还能照顾家

庭，真是两全其美。 ”

文旅融合是阿者科村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 阿者科村

定位精品旅游接待，合理控制客流

规模、 商业化程度及发展速度，在

保持村落原真性和遗产完整性的

基础上，实现了蝶变。 游客在这里

可以体验梯田徒步、 梯田捉鱼、辨

识草药、秧草手编、哈尼古歌、火塘

烤茶等丰富的文旅活动，感受哈尼

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旅融合发展也为阿者科村

村民带来可观的收入。 据统计，自

2019

年

2

月公司正式运营以来，阿

者科村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19.8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19.4

万

元。 村民通过分红大会获得了丰厚

的收入，户均分红

35886

元。

未来，阿者科村将继续坚持深

化文旅融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

上新台阶。 不少村民表示，将倍加

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荣誉，继续努

力，让阿者科村的明天更加美好。

（徐丽芳 郜晋亮）

土特产如何变身金招牌

近期，不少消费者通过网络

平台购买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的

“富平柿饼”，一度使其成为网购

爆款。

“富平柿饼 ”的畅销不仅源

于其优良品质， 还同其入选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密不可分 。 入选

后，“富平柿饼 甜蜜中国”的品牌

效应得到极大彰显， 大批“富平

柿饼” 走出黄土高原， 进入千家

万户。

地理标志产品是近年来消

费领域的一个“新宠”。 顾名思

义， 就是在生产销售过程中保留

某一产品的来源地、 原材料和加

工工艺， 让消费者体验到来自特

定产区并且具有品质保证的地道

风味 。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

示，截至

2024

年

8

月底，我国已

累 计 认 定 地 理 标 志 保 护 产 品

2523

个，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

标、证明商标注册

7385

件，中国

地理标志认定注册质升量稳，稳

居世界前列。 地理标志产品不仅

提升了一个地区特定产品的整体

品质， 而且推动了其产业规模

化、 品牌化发展， 让不少地区的

土特产变成了“金招牌”。

正因如此，用好地理标志资

源禀赋， 就成了不少地方推动产

业发展的重要策略。 实现这个跨

越既要具备先天禀赋， 还要激发

综合潜能。

首要的是在“特” 字上做文

章 ， 这是打造地理标志产品的

“入场券”。 西昌高山黑猪、新疆

大枣、 宁夏贺兰山葡萄酒、 山西

老陈醋等， 无不立足并利用特定

产区、特殊风味这一“特”字来开辟

市场。 实践证明，只有充分利用自

身的资源禀赋，才能打开地理标志

产品认定的“门”， 迈出“开疆拓

土”的第一步。

仅具有地理资源禀赋并不足

以让一个产品“出圈”，要实现从土

特产到“金招牌”的华丽转身，还必

须严把质量这道关。对地理标志产

品而言，品牌是面子，品质是里子。

质量不过硬，终究难以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取胜。 因此，在做足“特”

字文章的基础上，还要把以质取胜

摆在突出位置。 例如，四川实行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

3

年一轮抽检制

度，近年来对近

600

批次产品进行

抽查，对存在未使用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用标量较低等情况的商家逐

一发函提醒。这种地方实践探索说

明， 要通过建立健全质量监控体

系、 不定期组织实施产品抽查、仔

细排查产地产区等方式，强化地理

标志产品的质量管控，保证地理标

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特别是要严

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净化地理标

志产品的市场环境。

市场需求不断变化， 消费者

的口味、喜好也变动不居，除了保

障高品质以外，地理标志产品的发

展还离不开创新。 要革除“酒香不

怕巷子深”的陈旧思维，从生产和

销售等多方面作出创新。

自身禀赋、产品质量、创新开

发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才能真正实

现“用活一枚地标、带动一个产业、

造富一方百姓”的目标，让先天的

资源禀赋转化为金字招牌。

（陈朋）

古村落里的梯田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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