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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格局成型

西华农特产业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员 夏振华 文/图

“打竹板，笑哈哈，今天不把别的夸。 半截
楼的小辣椒，红红的脸蛋味够辣。 吃上一口忘
不掉，一日三餐都想它……”这是春节前夕，西
华县艾岗乡文化合作社社员化身 “辣妹”“椒
哥”打着快板直播推介小辣椒的场景。

据了解， 艾岗乡小辣椒种植面积 3 万多
亩，年产值 3 亿元左右。近年来，该县不断调结
构、优布局、转方式、促增收，提高农业要素配
置效率，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加快构建“一
乡一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格局，培育出
黄桥蜜桃、东王营葡萄、逍遥香葱、大王庄韭
菜、西夏小香瓜、奉母粉条、红花苗木等众多农
业品牌。 艾岗小辣椒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西华县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
求，以率先建成农业强市工作为契机，以“粮头
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不断在发展特色产
业、精深加工、提升销售上聚力用劲，深入实施
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县园乡站村点现代物流
体系建设及电商村创建、乡村农资农技服务体
系建设提升“三大行动”，加大土地流转、补充
耕地力度，为特色农业规模化、集聚化长足发
展提供可利用的空间， 让广大农民群众种有
方、产有量、销有路、收有增。

特色资源要素向园区集聚
“俺们依托‘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带动农户建了 7 个菊花种植基地。 农户采摘的鲜菊花送
到俺这来进行风干加工，根据菊花的品质情况，一部分菊
花通过电商销售渠道进入市场， 一部分销往制药厂进行
药物提取，俺和菊农的收入非常可观！ ”西华县叶埠口乡
轩邦特色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如亮说。

西华县创新开启 “龙头企业+园区 （合作社 ）+基
地+支部+农户 ”的发展模式 ，以 32 家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为引领 ，已完成投资近 6.9 亿元 ，创建了以万
亩桃园为依托的省级颍河湾大桃现代农业产业园 1
个 ；以河南省卫奇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为依托的
市级智慧种养 、生猪农牧生态循环 、优质小麦 、优质

辣椒现代农业产业园 4 个 。正在创建 7 个市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 、18 个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 目前 ，该县已
引育 47 家关联企业 、237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
到园区产业化发展中 ，通过建立 “双绑 ”机制 ，带动
2.8 万户农户人均增收 2100 元 ，现代农业产业园已成
为工商资本 “下乡 ”的主平台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主阵地 、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主引擎 。

值得一提的是， 该县还依托大沙沟沿线 6000 亩林
地，实施引黄调蓄水系连通、生态旅游景区建设、休闲娱
乐项目开发等五大工程， 大力发展金蝉养殖、 中药材种
植、拓展训练和科普研学等林下经济，打造在全省具有示
范意义的林下经济产业园区。

乡村物流体系不断完善
快递物流资源整合率达到 80%，寄递费用同比降

低 5%，农产品发货价同比降低 25% ，零担货物 、电商
快递从县到村平均耗时从 2 天缩短为 1 天 ，全县货运
周 转 量 同 比 增 长 9.4% ， 邮 政 业 务 总 量 同 比 增 长
10.8%……特色农产品不仅要有 “钱景 ”，更要降成本 、
涨身价，发挥其最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打通乡村快递
服务 “最后一公里 ”和农特产品进城 “最初一公里 ”，显
得格外重要。

西华县在实现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全覆盖的基础

上，整合交通、电商、快递等资源，形成“场站共享、服务
同网、资源集中、共同配送”新模式，推进物流体系、电商
平台、直播人才、特色产业“四位一体”电商村创建，每村
搭建一个直播平台、培育一名知名主播、打造一个品牌
网店、发展一个特色产业。

目前，该县已培育电商示范村 52 个，培训电商人才
1171 人，农产品网上年交易额约 25 亿元。

土地流转助力产业起势高飞
“农业技术在助力农特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是不可或

缺的，因此，到规模化发展的农特产业生产基地搞培训、
发资料、送技术、解难题、做研究，对我们这些农技人员来
讲，那是经常要做的事。 ”该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站高
级农艺师李卓林说。

农业科技人才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人才的
培养， 对于提升特色农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 该县按照“稳定队伍、提升素质、回归主业”的要
求，加强农技、农机、农经“三支队伍”建设，目前已组建
了 175 人的农技推广队伍，其中，研究员 2 人、高级农艺
师 30 人 ； 以农机技术人员和农机操作手为主 ， 建立
2800 人的农机服务人才库，其中，农机工程师 16 人。 依
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村土地承包与合同管理、
农业生产统计监测、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等业务培训，目
前已培训农经人员 130 人。 同时，积极搭建“三支队伍”
信息化管理平台和社会化服务平台， 以乡镇农技服务
站为单元 ，实行网格化管理 ，着力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

后一公里”。
土地是特色农业起势高飞的基础性资源 ，该县抓

住农作物腾茬换种时机 ，全力做好群众的宣传发动和
政策指导工作 ，加快土地流转和托管经营 。 目前 ，该县
流转土地面积达到 54.6 万亩 ，流转率 51.3% ；托管土
地面积 39.5 万亩 ，托管率 37.1%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率 88.4%。 除此之外 ， 统筹推进补充耕地后备资源开
发 ，共产生补充耕地 3617 亩 ，充分保障特色产业的发
展空间 。

据悉，该县已有 17 个乡镇和 397 个行政村拥有了自
己的主导产业。 其中，特色种植类村庄 161 个、畜禽养殖
类村庄 77 个、农副产品加工类村庄 54 个、农文旅融合发
展类村庄 42 个、“西华的哥”等劳务输出类村庄 32 个、逍
遥胡辣汤等传统特色类村庄 31 个，全域“一乡一业、一村
一品”发展格局成型，黄桥蜜桃、逍遥胡辣汤获评全国生
态原产地保护产品，产品品牌、竞争优势和附加值得到大
幅提升。 ③2

桑葚喜获丰收（资料图片）。

逍遥胡辣汤非遗展上受欢迎（资料图片）。

菊花朵朵助振兴（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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