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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to Help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Ruiming Zhang   Bin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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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overall and historic task of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is 
the general grasp of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focusing on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talent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Among 
them,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basis and condi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s not only helpful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improve farmers’ income level, but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ongxing Town, Inner Mongolia, China as an example, and discusses the theme of exploring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and help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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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特色农业  助力乡村振兴
张瑞明   董斌

克什克腾旗同兴镇人民政府，中国·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着力在推进乡
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上下功夫。这其中，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条
件。发展壮大乡村产业，不仅有助于推进农业产业升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而且对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中国内蒙古同兴镇为例，就探索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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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同兴镇地处中国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过渡带，大兴

安岭黄岗梁的东麓。距县城 76 公里，镇域面积 1264 km2， 

所辖 7 个行政村 1 个社区。总人口 1.5 万人。全镇森林覆盖

率 36.5%，耕地以坡地为主总面积 10.04 万亩，其中保灌面

积 2.03 万亩。主要种植作物玉米、春小麦、莜麦和荞麦等

杂粮。作为半农半牧区，如何在有限的耕地上既要满足畜牧

业发展饲草、粮用地同时确保农业生产增产增效是个不易突

破的一个难题，因此充分利用当地自然环境优势，积极探索

特色农业发展，才能真正助力于乡村振兴。

2 特色种植“品牌”带动高效农业

地处中国大兴安岭黄岗梁东麓的同兴镇自然条件年降

雨量 300 mm 上下，年有效积温低。土地情况是尽管坡地多、

平地少、水浇地仅占 1/5，但其土壤全部是腐殖质含量高的

黑栗土，土质肥沃，且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加之特殊的

林区小气候使得当地种植的莜麦、荞麦、糜黍、葵花、奶花

园等杂粮杂豆等特产以口味好、品质高而著称 [1]。

同兴镇的特色种植历史久远，但是都是一家一户各自

为战。近年来在合作社带动下逐渐形成规模。截至目前共有

特色种植合作社 28 家。以克什克腾旗努其宫农牧业农民合

作社为例，合作社成员 58 户，163 人。全部是农牧民，注

册资金 600 万元。现有无公害春小麦、莜麦、荞麦、马铃薯

等杂粮杂豆种植基地 1357 亩。合作社统一安排作物种植结

构；统一安排新品种试验示范；统一安排农机服务；统一安

排农产品销售“努其宫”牌的有机莜面、有机荞面在中国克

旗全域、赤峰市、锡林郭勒盟、辽宁、北京等地区有销售 [2]。

甜玉米因其具有丰富的营养，甜、鲜、脆、嫩的特色

而深受各阶层消费者青睐，同时它属于蔬菜作物，淡季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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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可大大提高经济效益。同兴镇自 2015 年开始试种并逐

年扩大面积，今年种植面积 1600 多亩。为了进一步规范生

产栽培技术、扩大产业化规模，镇政府与旗农牧局合作在同

兴村建设“500 亩甜玉米高效示范田”。旗农牧局负责技术

指导和部分农资投入，镇政府负责与唐山宏丰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赤峰巴林红食品有限公司签订收购农产品合同，目标

每亩纯收入 1500 元，现在示范田玉米长势喜人，即将收获，

而且市场行情稳定，能够达到目标产值。这一示范项目必将

大大推动今后甜玉米种植规模。

糜黍也是当地传统种植作物。原来尽管品质好、适口

性强，但因为产量低种植效益不高，主要用于自食而种植面

积不大。其实它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在克旗及相邻旗县的

牧民和相当多的居民都习惯喝奶茶吃炒米。所需炒米数量巨

大，而且近几年炒米市场价格不断攀升，加之炒米加工工艺

简单。只要选好适宜的品种，推广科学的栽培技术、确保无

公害生产，形成产加销有效衔接，靠品质取胜，创建当地品

牌，必然形成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 [3]。

藜麦耐旱、耐寒、耐盐碱的生物学特性，尤其适应高

海拔环境的同兴地区山坡地。2021 年引进到同兴村试种了

60 亩。出苗整齐、生长旺盛、能够充分成熟，测产每亩 350 g。

亩收益是当地主栽作物小麦的 4~5 倍。因为藜麦具有高蛋白、

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占脂肪 85%，是低果糖、低葡萄糖特殊

农产品能够充分促进人体纤维形成。是丰富人民膳食、符合

现代人养生需求的农产品，具有广大发展空间。

3 野药入田“原生”夯实中草药发展的基础

同兴镇位于克什克腾旗东北部，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

东麓，毗邻黄岗林海，有着得天独厚地理环境，衍生了丰富

多样的生态系统，森林资源丰富，天然植物资源种类多品

种全。尤其野生中草药：黄芪、黄芩、柴胡、防风、苍术、

芍药等种类繁多，品质上乘，享有”天然中草药宝库”的盛

誉。多年来，当地人民就有靠山吃山的传统。“跑山”（采

药）一直是常年在家人的重要副业。有些大户一年“跑山”

收入高达 5~6 万元。近年来，随着人民野生中草药逐年减少，

当地人笃信“取之有度、不向大自然过度索取”这一朴素传

统，契合了生态优先的国家战略。镇政府因势利导，用试验

示范引路，科技示范主体带头。为了尽最大可能实现药效少

减或不减来保证中草药的品质，采取了“野药下山入田”的

方法，即采取上山采药籽、移栽等方式把野生中草药引到大

田种植。取得了成功。涌现了乔国良、金海君、李凤成、张

振华等种植专业户。2021 年全镇种植中草药已达到 3000 多

亩，经济效益可观。下一步将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最大

的中草药生产基地，喀喇沁旗牛营子镇发展紧密合作。以拥

有 19000 多亩中草药生产基地、规模加工企业、实力雄厚的

“荣兴堂”药业为依托，通过带种植户出去参观学习看规模、

算效益激发种植热情，以请专家进来讲课确保栽培技术成

功。保品质、创品牌实现中草药种植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4 提质升级“质优”促进香菇产业大发展

食用菌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阳光产业，是镇政府整合发

改、扶贫、一事一议等产业项目资金，共投资 2800 余万元，

自 2018 年开始分别在四义号村、天合村分批次建成产业园

区 2 处，占地 650 亩。现有菌棚 451 个，菌棒厂 2 处，保鲜

库 2 个，年产鲜菇 300 多吨。带动当地 200 余半劳力弱劳力

人就业。月收入 2000~3000 元。目前，作为新兴产业香菇

生产已经初具规模。有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然

存在着一些问题：缺少品牌经营 , 急需创建培养本土的自有

品牌；食用菌生产产业化程度低；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

低；缺少多向、稳定规范的销售渠道等。针对以上短板，同

兴镇下一步将积极争取相关政策规范建设，通过扶持龙头企

业新建控温大棚，用于发菌以及错峰生产，引进培养新菌种

（羊肚蘑等），同时建设烘干厂及相关食品加工厂来拉长产

业链。从第一层级产地初加工到第二层级食品加工和食品制

造融合互联从而实现几何倍数的经济效益。

同兴镇生态环境好，海拔高，乔木林面积 12 多万亩。

2020 年黄岗梁林场在落叶松林下种植大球盖菇获得成功，

两年每亩收菇 6000 多斤，鲜菇色泽鲜艳、菌肉饱满、味道

鲜美，一级菇 8 元每斤。充分说明：在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下林下发展香菇具备生产设备投入少、环境污染小、品

质接近原生态的优势。如果实现林下种菇规模化生产、产业

化发展。必将大幅度推动农业产业向纵深发展。

5 整合资源“绿色”生态观光业异军突起

作为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和全国美丽宜居小镇的同

兴镇有特殊的地貌类型：两山（黄岗梁，阿斯哈图石林）；

两川（木石匣、天合川）四水（比如河、锡林河、贡格尔河、

木石匣河）二分田（高山草甸和农田），衍生了丰富多彩的

生态系统，山葡萄、山梨、山李子、山丁字等野果满山都是，

蕨菜、黄花菜、山莴苣、山韭菜、山芹菜、野山蘑岭岭都有，

所以又有四季花果山、三季野菜园之称。黄岗梁国家森林公

园、阿斯哈图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均在镇内，十三道湾景

区被誉为“塞北小三峡”、以侵华日军所建碉堡群遗址为主

题的“四立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享誉全内蒙古。自然景观独特，历史人文景观令人警醒。

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为了更好的服

务于游客，当地农民利用农家院子占地面积大，村庄与耕地

毗邻、发展生态观光农村科技庭院的先天优势。努力打造

“吃、住、玩”一条龙的服务链条。现在已有 26 户村民已

经率先把农家院改建成集住宿、度假、观光、采摘、收获农

产品、体验农事操作等议题的农村科技小院。天合村已建成

占地 80 亩 56 个冷棚的采摘园。今后将进一步推广这种模式，

建设要求既保持乡土特色同时具备相应的先进配套设施，通

过举办亲子采摘、城乡交流等活动，在让城市居民享受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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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同时也搭建起销售平台推广本地特色农产品。实现了

“绿色”生态旅游产业的异军突起。

6 推进聚集融合、延伸产业链条

发展特色农业不能只关注特色农产品生产，还应关注

产业关联性和地域聚集性。要坚持全产业链发展导向，突出

重点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引导特色产业从生产环节向前

后链条延伸，形成产前、产中、产后无缝衔接，种养加销一

体的产业链条。坚持集群化发展理念，引导农业企业向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集中，推动特色产业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与

特色小镇建设相结合，打造乡村振兴新经济增长点。以优势

特色产业为基础，顺应“互联网 +”趋势，深入挖掘农业农

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加快发展

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养生养老、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7 抓住关键环节、加强技术创新

科技是提高产业市场竞争力和永续发展的关键，没有

技术支撑，特色农业很难做强做大做久。要围绕我省优势特

色产业，依托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联合特色产业龙

头企业科技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

创新团队，对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开发一批新品种、新技术、

新工艺。围绕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加快建设技术创新中心、

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科技创新平台，组织

实施一批农业科技创新项目，形成一批可推广的适用技术，

提升特色农业的科技支撑能力。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培育一批

农业科技园区，聚集创新资源，搭建产业技术集成和成果展

示转化平台，建设一批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引进转化一批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促进区域

优势特色产业优化升级。

8 结语

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乡村产业兴旺，以

发展“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为抓手，采取政府扶持与市场

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深度挖掘区域特色资源潜力，打造现代

特色农业产业链，形成特色农产品优势产区，培育特色农产

品知名品牌，拓展国内外市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企业增利、财政增税。要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特色

农业产业发展新格局。2018 年 6 月 14 日总书记在山东三涧

溪村考察时指出：”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

农民收入是关键。”未来的同兴镇将充分国家政策支持为保

障，以完善市场机制为关键，以打造全域生态旅游为抓手，

促进生态资源共融流通，坚持增加地方特色农作物，原生药

效中草药的种植；生态香菇产业、绿色农家生态观光等特色

农业持续向好发展，久久为功，一定能率先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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