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专刊 C3中国经营报 CHINABUSINESSJOURNAL 编辑/王金龙 赵毅 美编/刘洋 校对/刘军 wangjinlong@cbnet.com.cn2023.3.13

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局

云南曲靖一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产业园。 视觉中国/图

“小特产”成就“大产业”农特产品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登海 北京报道

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

话题，再度引发代表委员热议。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2023 年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完善强农惠

农政策,持续抓紧抓好农业生产,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注 意

到，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倾力“带货”，大力

宣传驻地土特产品，也有政协

委员就如何做好“土特产”建言

献策。

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当前我国很多地方的农

特产品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是未来

农特产品发展的方向之一，同

时，加快补齐农村快递物流配送

体系的短板，修建好物流“快车

道”，让农产品“走出去”。

走产业化之路

阳春三月，正是西北的备耕时

节。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杨肃昌忙于辗转在各个杨秸

秆种植基地调研。

杨秸秆是杨肃昌教授采用秸秆

生物反应堆技术发展有机农业，是健

康农业的引领者和扶贫战线的新典

型，因而得了一个“杨秸秆”的绰号。

根据他的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种植

的蔬菜，在市场上被称作“杨秸秆

菜”，广受消费者喜爱。

“我们利用秸秆生物反应堆技

术在大田作物上的规模化种植已取

得一系列实质性成果，杨秸秆农业

多年的实践创新已具备引领有机农

业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发展以及

有机健康食品全系列开发的经验与

可能。”杨肃昌表示，杨秸秆农业就

是秉承自然生态的农耕法则，杜绝

一切化学肥料、农药、除草剂、激素

等投入品，以“秸秆替代化肥、以疫

苗替代农药”为核心，种植和生产加

工一系列健康、安全农产品的农业

生产方式和产品业态。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9年，杨肃

昌就开始在榆中县李家庄种菜了。近

些年，随着杨秸秆品牌的打响，杨秸秆

形成了包括27个合作(自营)基地、24

个合作社、30个专营店等在内的供销

网络平台，带动农户3560户，产品分

布于蔬菜、药材、油籽、粮食以及农产

品深加工等多个领域，产生了良好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事实上，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

持下，不少地方利用独特的自然资源

和农业生产条件，孕育出了独具特色

的产品，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

径之一，不少地方还将一些“土特产”

发展成了“大产业”。例如，陕西洛川

县充分发挥苹果产业优势，不断提升

苹果产业发展质量，洛川苹果已经走

向了产业化之路。

对话观澜湖集团主席朱鼎健委员：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助推文旅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 陈靖斌 广州报道

文旅行业如何更大程

度的复苏和更高质量的发

展,需要中央和地方的综合

性政策支持,更需要文化和

旅游系统的专业指导。

3 月 5 日，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五年来，着力扩大消费

和有效投资。面对需求不足

甚至出现收缩，推动消费尽

快恢复。帮扶旅游业发展。

围绕补短板、调结构、增后

劲，扩大有效投资。

同时，日前中央印发的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提出，

提升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

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改善旅游

消费体验，打造乡村旅游、康

养旅游、红色旅游等精品项

目。在健康、养老、文化、旅

游、体育等生活性服务领域，

开展质量满意度提升行动。

今年两会期间，围绕文

旅产业未来如何复苏、如何

升级，海南自由贸易港如何

建设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

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朱鼎健接受了《中国经营报》

记者的专访。

朱鼎健建议，文旅部门

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景

区产业升级进行专项扶持，

包括新项目建设、老项目升

级改造，增加“活”的文化演

出内容、创新旅游消费场景，

以及进行数字化改造等。而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方

面，海南还要继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提升政务服务的便

利度和灵活性，构建自由便

利的贸易投资环境，优化减

税降费措施等方面还可以继

续发力提升。

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需兼顾自身资源

不少地方还将一些“土特产”发展成了“大产业”。

建好“快车道”

《中国经营报》：疫情防控放

开以后，观澜湖集团，包括整个旅

游产业迎来了哪些发展机遇？客

流量对旅游产业有多大的提振作

用？在这其中，旅游的修复情况

如何？

朱鼎健：过去三年期间，我们

一方面是做好疫情防控，另一方面

也坚持做新的发展运营，可以说是

交出了相对满意的答卷。

过去几年，我们深莞、海口观

澜湖发展了多个新项目，例如新

增了“深圳观澜海洋世界”，这是

个互动性的海洋主题馆；在海口

观澜湖，新开业了深圳免税海口

观澜湖免税城，并且挂牌了中国

足球（南方）训练基地等，拓展了

“旅游+”的内容，给游客持续提供

新的内容来体验。

时隔三年两地通关，观澜湖也

是做好了各种准备和安排。通关

后，我们会紧密围绕四个主题：“国

际合作”“港澳互联”“青年聚焦”

“大众参与”，广泛开展面向香港与

内地居民的文体交流活动。例如

一系列大湾区主题的青少年高尔

夫比赛、青年网球公开赛、手工艺

盛会、体育产业论坛等。

通关是两地居民盼望已久的

事情，在国家和特区政府的不断

努 力 下 终 于 实 现 了 这 个 目 标 。

我认为大湾区文旅市场会迎来

复苏，疫情三年以来，民众积压

了很多消费诉求。近期各大线

上旅游平台和旅行社的咨询访

问数据都在翻倍增长，也能看出

蕴藏的潜力。

就拿今年的春节假期为例，国

内旅游出游人次已恢复至2019年

同期的 88.6%，国内旅游收入恢复

至 2019 年的 73.1%。从观澜湖来

说，通关后，从香港过来的打球、

住宿、文娱消费客群逐步恢复。

现在不少居民的两地通行证件还

需要重新办理延期手续，预计三

四月份以后会迎来更大幅度的游

客增长。

大湾区是我国消费力最旺盛

的地区之一，文旅资源也非常丰

富。在三年疫情期间，很多景区也

都在完善升级，各地政府的扶持政

策一直在密集出台，可以说基本都

做好了准备。

大 湾 区 文 化 同 源 、山 水 相

邻，融合发展的趋势不会变，来

往 交 流 的 便 利 度 还 在 不 断 增

加。我感觉整体文旅市场将会

朝着高端化、个性化、年轻化的

方向持续发展，以更大的魅力吸

引全球游客。

《中国经营报》：从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率上看，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做

一个良性的财政资金调配，既能推动

文旅景区产业高质量发展，还能起到

推动产业数字化的目标？对此你有

哪些想法或建议？

朱鼎健：2023 年，国家总基调

是全力拼经济，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旅游行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

部分，也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同时提供了多层次的直接

和间接就业岗位（2019年共提供就

业近8000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

的10.3%），进而为更多家庭稳固提

供基础。景区作为旅游行业的主

力军，承载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更加需要产业升级迭代，实现

高质量发展。

因此我建议，文旅部门通过积

极的财政政策，对景区产业升级进

行专项扶持，包括新项目建设、老

项目升级改造，增加“活”的文化演

出内容、创新旅游消费场景，以及

进行数字化改造等。还有对景区

门票、商业业态、旅游演艺等所收

取的增值税，通过灵活的税收减免

和调节政策给予返还，用于景区整

体发展。

旅游景区新技术方面可以利

用 AR、VR 增加游客便利度和体

验感。

不过旅游行业发展数字化也

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实际情

况。旅游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利润不高，靠景区自身做数字

化应用，也要考量投入产出平衡

问题。另外在旅游行业，数字化人

才又兼顾了解旅游运营特点的人

才目前也不多，这也是需要面对的

问题。

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中国经营报》：根据“提升海南

自贸港专业服务市场开放水平”相关

提案，海南正在建设中国最大的自由

贸易港，在你眼中，作为中国在建最

大的自由贸易港，它真正实现自由贸

易化需要在营商环境方面具备哪些

条件？

朱鼎健：以我亲历的投资发展

过程来讲，海南的营商环境建设从

未止步，并且取得了越来越好的成

效。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商界朋友

来说，大家也都亲身感受到营商环

境的持续改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

是法治环境的改善，正所谓“法治是

最好的营商环境”，包括市场监督、

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都取得了进

步。去年年底，全国首个营商环境

建设厅在海口市揭牌成立。这是全

国首个专门建设打造营商环境的厅

级单位，我相信这是海南自贸港作

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绝佳体现，这让

我们投资者对海南的产业发展和招

商引资更有信心。

不过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

更好。据我了解，海南还在不断努

力开展着各项优化营商环境的行

动。我认为海南在深化“放管服”

改革，提升政务服务的便利度和灵

活性，构建自由便利的贸易投资环

境，优化减税降费措施等方面还可

以继续发力提升。

《中国经营报》：哪些原因促成

了你提出“要提升海南自贸港专业服

务市场开放水平”的提案？

朱鼎健：因为海南聚焦发展的

是旅游、现代服务和高新技术这三

大产业，那么包含专业服务业在内

的现代服务业，最能把海南三大产

业串联起来；最能彰显自由贸易港

的高水平开放；也最能顺应“海南

所需”，对接“港澳所长”。所以我

专门提了一份关于提升自贸港专

业服务市场开发水平的提案。同

时，我留意到海南最近出台了向香

港开放专业服务市场十条措施，这

证明海南正不断为香港服务业提

供更加开放的政策和环境。

所以，我不仅仅是一个投资人，

我更乐意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

色，“走出去，引进来”，以自己扎根

内地发展十多年的故事，吸引更多

的香港企业、香港品牌、香港资金、

香港人才到内地投资发展。在这个

背景下，观澜湖创立了中国海南自

由贸易港琼港澳服务业合作示范

区，在旅游服务、金融服务、文化服

务、影视服务、体育服务、贸易服务

等领域，实现合作与引资，打造一个

全新的国际服务企业聚集高地。

《中国经营报》：最后，对于国内

旅游产业以及海南营商环境的未来

发展，你有哪些寄言与展望？

朱鼎健：正如我今年提案里所

说，旅游产业与人民大众的福祉息

息相关，国内旅游市场在今年春节

呈现出的明显复苏信号就说明，文

化旅游是群众最关心和喜闻乐见

的消费需求。大众不仅在三年内

积压了很多文旅消费的需求，同

时对文旅产业的升级转型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接下来，我们会

紧密契合文旅产业的发展脉动，

根据旅游消费市场诉求来布局发

展。以“旅游+体育”“旅游+教育”

“旅游+文化”“旅游+康养”等大旅

游投资思路谋篇布局。

随着自贸港建设不断推进，不

仅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等方面都会迎来巨大的成长

机遇，人流（人才）、物流、资金流也

会加速流向海南。所以，我认为海

南将步入长期、持续高速发展区

间，未来的海南，无疑是世界瞩目

的中心，是世界最开放的区域，我

对此非常有信心。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出，要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改造提升产地、集散地、销地批发市场，布局建设一批城郊大仓基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

出“完善农村快递物流配送体

系”，要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发展农村电商和快递物流配送，

这点燃了不少在农村从事特色农

产品人员的激情。

农村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是农

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的重要渠

道之一，对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

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

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以前，许多客商、游客离村

后想继续回购，但由于包装、寄送

时效等问题，最终都无法实现新

鲜的猕猴桃批量销售。”陕西省眉

县一农户告诉记者，随着这些年

快递下乡进村工程的推进，农村

的物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也

不再担心猕猴桃的销路问题。

记者了解到，2014年，国家邮

政局提出“快递下乡”工程。2020

年升级为“快递进村”工程。2022

年，“快递进村”工程深入推进，累

计建成990个县级寄递公共配送

中心、27.8 万个村级快递服务站

点，全国 95%的建制村实现快递

服务覆盖。累计培育快递服务现

代农业年业务量超千万件金牌项

目117个，邮政农特产品出村“一

市一品”项目822个，有力服务乡

村振兴。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特

别提出，要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

网络，改造提升产地、集散地、销

地批发市场，布局建设一批城郊

大仓基地。支持建设产地冷链

集配中心。统筹疫情防控和农

产品市场供应，确保农产品物流

畅通。

“当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

物流还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利

用效率较低、服务品质不高等问

题，还需要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短板，扩大农村物流覆

盖面。”上述教授表示，未来，随着

农村数字化流通体系和商业设施

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农特产品将

会通过快递网实现全国直销，在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消费需求的

同时，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同

时也会持续释放农村消费市场的

潜能。

延长产业链

“洛川的苹果产业叫得响，就

在于有完善的包装加工、农资配

送、仓储物流等二三产业集聚。在

农产品附加值上做足文章，三产加

速融合，延链补链，形成了聚合效

益。”陕西省一高校教授表示，当前，

全国各地虽然涌现出了一些耳熟能

详的农特产品，但是大部分还存在

产业规模小、布局散、链条短，品种、

品质、品牌水平都还比较低的问题。

“就以陕西省来说，南北狭

长，地貌多样，分为黄土高原、关

中平原、秦巴山区三大自然区，是

我国著名的农业大省，有很多特

色农产品，陕北红枣、临潼石榴、

周至猕猴桃、镇安板栗、陕南黑木

耳、秦岭深山的土蜂蜜等。”上述

教授告诉记者，陕西省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就有10多个，还有不少

知名度高、历史悠久、品牌特色明

显、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的农产品

已经获得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但

是不少土特产品还没有形成规

模，也没有形成产业链。

记者了解到，为推动苹果产

业集群化发展，洛川县先后建成

了国家级洛川苹果批发市场、国

家洛川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洛川苹

果产业后整理示范园区，按照“1+

3+X”总体规划布局，高标准建设

苹果关联产业加工区，引导配套

产业和果品精深加工企业向园区

聚集，推进产业集群发展，不断完

善产业链条。

前不久，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

仁健也指出，发展“土特产”，重点

是发挥三次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

着力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

牌。纵向上，贯通产加销，做大做

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培育发展预

制菜产业，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

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促进农

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推动农村

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

横向上，融合农文旅，加快发展面

向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现代乡村

服务业，鼓励发展乡村餐饮购物、

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养老托幼、

信息中介等生活服务，推动农村由

卖产品向同时卖服务转变。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

员、民盟中央常委、民盟陕西省委副

主委、陕西省林业局副局长昝林森

就如何发展土特产也提出了建议。

昝林森表示，我国地域辽阔、

历史悠久，“土特产”的类型繁杂

多样，但目前对于“土特产”的内

涵界定不清晰、认定不规范，也存

在生产体系和标准不健全、市场

准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为此，他建议，要构建“土特产”

的理论体系，为科学评判界定“土

特产”、持续健康推动“土特产”产

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制定“土特

产”产品清单，对全国不同区域的

“土特产”资源状况进行摸底调查，

编制“土特产”资源名录，为今后

“土特产”的有序开发奠定基础；要

完善“土特产”生产的标准体系，创

新“土特产”市场的准入机制，加强

“土特产”产品品牌体系建设等。

发展“土特产”，重点是发挥三次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着力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

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朱鼎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