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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行、一排排摆放整齐的木耳菌袋，在初
冬的阳光下闪着光芒；大棚里，香菇快速生长，
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菇香，第一茬香菇已开始
采摘，肉嘟嘟的香菇堆满了筐筐篓篓……

这是 11 月 18 日走进位于文碧峰下的商
南县青山镇青山社区 200 余亩食用菌基地里
看到的喜人景象，也是商南县大力发展农业
特色产业的缩影。

近年来，商南县委、县政府根据“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把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作为群众
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作为巩固脱贫成果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转变产业发展
方式，积极打造生态农业品牌，加快提高产业
发展的综合效益，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有力推
动了全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强化政策扶持 科学规划布局

商南县按照“产业聚集、带动延伸、生态
循环、错位发展”的思路，通过深入调研和外
出考察，结合县情实际，确定着重发展茶、菌、
果、畜、药等特色产业。

该县强化政策引导和扶持，先后制定出台
了《商南县加快推进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的意
见》《进一步加快发展猕猴桃产业的决定》《关于
进一步加快茶叶产业发展的决定》《茶园基地建
设补助办法》《农业产业发展奖励补助办法》等
系列文件，着重就产业基地建设、产品加工销
售、市场拓展等产业链给予大力支持。其中，食
用菌产业方面，县财政每年列支 500万元专项
资金，从原材料购置、菌棒加工、标准化基地建
设、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扶持；猕猴桃产业方
面，县本级每年安排500万元发展资金，对集中
连片建设 100亩以上猕猴桃产业园的，每亩给
予 300—600 元“以奖代补”资金，对群众房前
屋后栽植猕猴桃的免费提供优质种苗，对建设
猕猴桃冷库、加工厂房的优先支持申报项目资
金，对获得著名商标以及在西安、南京等大中城
市开设猕猴桃专卖店的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

不仅倾斜政策予以支持，还注重科学规
划布局，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商南县把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纳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将特色产业发展与产业
强镇、特色小镇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创
建、乡村振兴等有机结合，确定了“规模化、全
链化、智能化、品牌化”思路，聚集资源、财力

等要素大力发展，不断健全产业体系，加速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

具体规划中，商南县结合区域产业发展
实际，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统筹推进面上保护
与点上开发有机结合，最大限度用好山水林
田湖优质自然资源资产，积极优化产业布
局。其中，在茶叶基地建设中，将基地建设与
脱贫攻坚、现代农业园区、特色小镇、观光农
业等结合，全面提升发展的综合效益，结合试
马北茶小镇建设和 3A 级景区创建，建成了试
马镇万亩白茶基地；结合全域旅游建设，成功
培育了清油河镇后湾村茶叶品种园、富水镇
茶坊村知青茶园等茶叶示范基地。

同步，按照紧紧聚焦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高标准推进农业特色产业发展。该县通过更
新品种、引进先进技术、抓点示范等措施，加速
产业提质增效。茶叶产业着眼“三提升”“三延
伸”目标，先后引进了安吉白茶、龙井 43、黄金
芽、乌牛早等新品种，亩产达 35 公斤，亩均净
增收 200 元，建成了试马北茶小镇、富水茶海
公园等规模化茶产业园区。食用菌产业实行
全链条化发展，重点推广了开放式接种、室内
发菌室外出菇、多季节栽培等技术，生产组织
化、标准化程度不断提升，产量、效益提高20%
以上。畜禽养殖产业由传统生产方式逐渐向
集约化、标准化、生态化转变，养殖水平不断提
升；畜禽规模养殖场标准化生产率达到90%以
上，新技术新模式普及率达到 80%以上，粪污
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0％以上。

目前，商南县基本形成了以茶、菌、果、
畜、药为主导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产业取得
长足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已成为该县农民增
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做强产业“龙头” 增强辐射带动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农业特色产
业的发展也离不开“龙头”的引领和带动。

商南县按照“围绕产业抓企业，抓好企业
带产业”理念，以改革体制、搞活流通、集约经
营、提高效益为目标，加大政策、信贷、项目、
资金扶持力度，积极培育发展龙头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坚持“内育”

“外引”相结合原则，着力扶优、扶强、扶大，积
极培育现有农业企业，促使其加快发展壮大，
成为龙头企业；大力实施招商，引进县外有实
力的农业龙头企业到商南县投资兴业，吸引
有实力的企业和个人创办农产品加工企业，
不断增强企业带动能力。目前，商南县共培
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6 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 449家，家庭农场 49家。

这些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利用
自身资金、设施、技术、市场、人才等多方面优
势积极参与特色产业发展，大大提升了产业
化水平。以食用菌为例，在商南县富水镇茶
坊村，该县扶贫开发公司新建的智慧农业食
用菌产业园目前已正式投产，预计年产值
2.32 亿元；在青山镇青山社区，通过招商引进

的浙江京隆食品有限公司投
资 4000 多 万 元 建 成 年 产
1000 万 袋 木 耳 菌 棒 生 产 线 ，
2020 年 10 月建成后，运行效益
显著。此外，沁园春、佳忆德、县
茶业联营公司、陕果商南公司、丰联
集团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托自身
技术、资本、市场开发等优势，建成了富水
现代农业长廊、柳树湾千亩猕猴桃标准园、丰
联 10 万头生猪养殖基地等规模产业基地，助
推了该县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发展中，商南县加强政策引导，优化资源
配置，支持企业加快产品贮藏和物流设备设
施建设，畅通产品购销渠道，大力拓展市场。
引导企业加大下游产品研发力度，积极生产
更加适销、附加值更高的精深加工产品，延伸
产业链条，提升经济效益。其中，陕西祥瑞源
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富水镇投资建设的小
食品产业园，主要建设出口型干菇生产线、香
菇多糖生产线及果汁饮品生产线，项目建成
投产对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条、推动农业旅游
融合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产业发展，最终目的是让群众鼓起“钱袋
子”，让乡村富起来。该县积极引导农业企业实
行“三变”改革，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脱贫
户（农户）+基地”“龙头企业+脱贫户（农户）+基
地”“龙头企业+村集体+脱贫户（农户）+基地”
等产业发展模式，鼓励引导农户通过流转土地、
基地务工、配股分红、出售初级农产品等方式参
与到产业发展中，实现增收目标。在富水镇油
坊岭村，15户群众与猕猴桃产业企业建立“资
产收益式”扶贫模式，户年均增收1000多元；在
城关街办曹营村，山海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吸纳 18户群众参与到猕猴桃基地建设和科管
中，已累计为群众兑付工资40余万元。

追求质量领先 打造名优品牌

一项产业要转化成经济效益，让群众增
收，就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主动适应市场，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基于此，近年来的发展中，
商南县坚持把品牌创建作为做优做强农业特
色产业的重要内容，鼓励企业、合作社建设农
业标准化生产基地，着力提升产品质量。

茶产业方面，在抓旧茶园科管和改造的
同时，重点抓茶叶良种引进和新园建设，依据
市场需求和提质增效的发展要求，加大力度
引进无性系良种，通过试种后确定为该县的
适生品种并予以大力推广，集中连片建起一
批高产、高效、优质的茶叶基地。猕猴桃产业
方面，从建设产业基地开始，全部引进栽植徐
香、金桃等优质猕猴桃种苗，引导企业和果农
推行标准化生产，坚持使用有机肥，严禁使用
膨大剂、保鲜剂，确保猕猴桃产品质量安全，
着力打造生态绿色的猕猴桃品牌。

在抓质量的基础上，引导推动茶叶、食用
菌、猕猴桃、土蜂蜜等农特产品注册商标，加快
农产品“两品一标”认证。截至目前，商南县已
有茶叶、香菇、猕猴桃等 26个农产品基地和 29
个产品通过无公害认证，无公害基地认定面积
达 5 万亩，获证企业加贴无公害标识 180 万
枚。其中，商洛市鸿德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的茶

叶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双山”牌茶叶商标被陕
西省工商管理局认定为“陕西省著名商标”，

“商南泉茗”“商南乌龙茶”被省政府认定为陕
西省名牌产品，沁园春茶叶基地、佳忆德果业
猕猴桃基地、恩普农业茶叶基地分别获得了中
国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商南茶被农业农村部确
定为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一边追求质量领先，一边加速迈向品牌
化。这方面，商南茶产业最具代表性和示范
意义。该县针对商南茶叶中小型企业多，茶
叶品种多、品牌多，但在全省有影响力的龙
头企业少，企业品牌知名度不高等问题，积
极探索茶叶品牌营销之路，聘请专业团队制
定商南县茶产业转型升级“竞争战略·产业
整合·品牌营销”富有个性和竞争力的品牌战
略，精心打造出商南茶公用品牌“商南鹿茗”，
在央视 14 个频道不同时段集中展示、滚动播
出，为商南茶走出陕西奠定了基础。同步，按
照“出陕西，走丝路”的营销定位，大力拓展市
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一带一路”
的节点城市，加快商南茶实体店、连锁店建设，
推动商南茶产品进入大型专业市场，扩大商南
茶的销售规模，在哈萨克斯坦发展了商南茶实
体店，商南茶市场占有率逐年攀升。

经过近几年的大力扶持和发展，商南县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明显优
势。目前，茶产业拥有茶园 25 万亩，年产茶
叶 8000 吨，年产值达 12 亿元，规模和产值均
为全市第一，“商南茶”连续多年荣获全国名
优茶评比一等奖，商南县先后被评为“中国茶
叶之乡”“全国名茶百强县”和“中国茶业扶贫
示范县”。食用菌产业已发展龙头企业 3 家，
年均发展食用菌 1.1亿袋，占全市 3.48亿袋的
32%，年产值达 10亿元以上，种植户年均增收
3 万元。猕猴桃产业已发展企业 2 家，建成标
准化猕猴桃基地 3 万亩，成为商洛市最大的
猕猴桃种植县区；猕猴桃产品远销我国台湾
地区和意大利、韩国等国家，被命名为陕西省
猕猴桃优质产业基地。冷水鱼养殖方面，已
在 5 个镇办建设基地 10 个，发展冷水鱼 500
亩 180 万尾，创建国家级健康养殖示范场 2
个、市级健康养殖示范场 1 个、市级现代渔业
园区 1 个，陆地三文鱼养殖规模居全省第一；
2020 年 8 月，陕西省冷水鱼养殖现场会在商
南县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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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水镇王家庄富水镇王家庄
村猕猴桃产业基地村猕猴桃产业基地

富水茶海公园富水茶海公园（（局部局部））

位于试马镇的智能位于试马镇的智能
化温棚茶苗繁育中心化温棚茶苗繁育中心

青山镇青山社区木耳产业园青山镇青山社区木耳产业园

金丝峡镇太子坪社区冷水鱼养殖基地金丝峡镇太子坪社区冷水鱼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