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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岐因独特地理区位优势，立足中药材特色产

业，努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践行地和

县域深绿产业发展示范区。”叶孔军说。今年，在中

国·千岛湖第八届覆盆子节开幕式上，当地还举行了

淳北共富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淳北区块着力谋划“共

富”文章，推出“共富”系列活动，以覆盆子单品引领，

将举全镇之力发展中药材、高新制造等绿色产业，全

力探索中药材产业振兴带动农民致富的“临岐经验”，

实现淳北共富样板、浙西中药强镇目标。

“前半部分介绍临岐山水、人文、民俗特产以及中

草药的发展史，让游客了解临岐，后半部分以临岐特

色中草药为支撑，打造一个研学空间，使游客能够直

观感受临岐中草药文化，体验临岐特色产业。”在杭州

山海协作乡村振兴示范点临岐镇五庄村的临岐镇农

文旅融合产品展示馆，临岐镇人大主席胡奕锋介绍了

淳安“百草临岐”打造农文旅产业融合的示范情况。

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在临岐镇，这般

蝶变故事在不断上演。眼下，临岐镇正抓住建设国家

级中药材强镇契机，全力推进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

富足。以产业发展为引领，一个村带动一个村，一个乡

辐射一个乡，淳北抱团协作发展，正走出一条新时代下

生态价值转化的富民路径。 祝芷缓 赖羽彤 赵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药材产业引领打造美丽乡村

在临岐镇，覆盆子是当之无愧的镇中一宝。作为

“明星”中药材，覆盆子在临岐镇的种植面积约占淳安

县的75%。然而，规模化生产导致产品上市集中，且销

售模式单一，受限于物流保鲜技术不成熟等因素，其潜

在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掘。

“野草莓”如何打开大市场？

延长覆盆子产业链是镇里首先考虑到的解决方案。

“从生产到运营，我们做了全产业链的规划和升级。”临岐

镇党委书记叶孔军说，“这背后的致富密码就是‘青果药

用、鲜果采摘、红果开发’，实现全产业链发展。”

这种模式的探索，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自

驾采摘游兴起，让村民们收获了销售红果的“第一桶

金”。然而，很快他们便遇到了发展阻力——覆盆子红

果存在保鲜、包装、运输、价格不统一等问题。

想村民所想，急村民所急。很快，临岐镇便提出了

以覆盆子品牌化推动覆盆子“走出去”的策略，从“生产

标准、品质管控、包装规范、运输模式”等方面入手，将

品质把控和专业保鲜技术落实在每个细节，打造一整

套解决方案，为覆盆子“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支持。“就

这样，一个温情的临岐覆盆子品牌‘养你的覆盆子’面

世了。”叶孔军回忆道。

“以前覆盆子多以中药特性的青果出售，现在镇里

将红果进行品牌化运作，经济效益比以前更高了。”手

里举着包装精美的“养你的覆盆子”饮品，临岐镇半夏

村的种植户俞春香笑开了颜。

以覆盆子红果为原型，临岐镇结合中药材养生功

效，进行了创意化表达，并融入时下流行的网红元素，

打造出了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地标性的网红产

品。“统一包装，不仅外观精美，拿出来上档次，实用性

也强，小到品牌卡片、吸塑盒子、冰袋，大到泡沫箱、中

转盒，镇里把所有的配套都考虑到了，我们只要专心把

果子种好就行。”俞春香说。

如今，在“养你的覆盆子”品牌引领下，覆盆子在全

产业链发展道路上全面开花。T 恤、围裙、饮品杯、卡

包、笔袋等一系列覆盆子主题创意产品如雨后春笋般

陆续推出。

此外，临岐镇还特意与纯元健康科技（广东）有限

公司签订了《覆盆子创新研发产业化开发项目》协议，

建设覆盆子网红工厂，开发覆盆子饮品等创意爆款产

品，并聚力提高农户的品牌运营意识，加强他们对农产

品标识、质量、包装、品牌的创意设计和市场营销，打破

覆盆子传统以粗加工形态进入市场的弊端，延伸产业

链，提高覆盆子的附加值。

从作为药材的青果，到以采摘游为主的红果，覆盆

子的生产效益得到大提升。叶孔军骄傲地说：“我们终

于在不断摸索中将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助农增收，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走通了。”

连日来，在宁海县长街镇新五星村蛏子养殖户罗

邦友的养殖塘里一派热闹景象，几十位农民一起抲

蛏。“今年蛏子大丰收，个头大，收成好，销量也不错。

我有25亩养殖塘，总产量预估在7500公斤到8000公斤

之间。”说起今年的蛏子收成，罗邦友满怀信心。

近日，笔者从宁海县长街镇获悉，今年长街蛏子喜

获丰收，截至目前，全镇蛏子捕捞产量已达7300多吨，

总产值1.45亿元，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一业绩的取得，

离不开该镇成立的蛏子产业党建联盟的努力。“去年，

镇里成立了蛏子产业党建联盟，将蛏子养殖大村的党

支部和蛏子销售大户联结起来，经常组织专家给养殖

户培训养殖技术，传授经验，努力提高蛏子的品质和产

量，引导村民走共富路子。”长街蛏子产业党建联盟相

关负责人告诉笔者。

蛏子是长街镇的一项富民产业。今年，全镇蛏子养

殖面积达2.7万亩，从事蛏子养殖、捕捞、销售的人员达

7000多人。然而，这两年养殖户发现，传统的养殖发展

模式面临诸多瓶颈，如养殖技术落后、产业链短、应对市

场能力弱等，小蛏子带动大产业的“马力”不足。

如何延伸产业链条，提高养殖效益？为此，长街镇

决定以党建为引领，将分散的养殖户联合起来，组成产

业发展团队，走技术创新的道路，最终引导村民实现共

同富裕。去年，镇里组建成立了“长街味道”蛏子产业党

建联盟，成员单位包括长街镇机关党支部、长街镇7个行

政村，还有来自高校、科研单位和水产养殖公司、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单位，通过整合成员单位的资源，依靠专业

机构的技术支持，形成蛏子产业绿色、数字、共享发展模

式。同时，联盟注册“长街蛏子”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研发蛏子质量溯源二维码。

联盟的成立，不仅增强了养殖户发展蛏子产业的

信心，而且还帮助养殖户解决实际困难。今年3月初，

因疫情影响，蛏子一上市就遇到了销售难题，杭州、上

海等几个大市场进不去，蛏子销路打不开。党建联盟

负责人得知后，立即召开成员会议，排摸存在同样困难

的养殖户，开展助农直播。直播当天，短短两个小时就

销出1200单，交易额突破10万元。与此同时，联盟还

借助长街水产合作社共享销售渠道，有效解除了养殖

户们的后顾之忧。

此外，该党建联盟还在养殖区建立蛏子保护示范

场、蛏苗中间培育基地、贝类净菜加工示范基地等功能

区；在养殖户群体中开展养殖技术、产品销售、直播带

货等培训，推进蛏子“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发展，提高养殖户的养蛏效益。据测算，今年“长街蛏

子”的亩均收益比往年提升了3000-5000元。

潘璐璐 童蓓蓓

产业党建联盟促增效谋共富
宁海“长街蛏子”亩均增收3000-5000元

淳安临岐打造“浙西中药强镇”

覆盆子成了“富民果”
5月13日，淳安临岐中药材特色小镇迎来了中国·千岛湖第八届覆盆子节。临岐镇中药材资源丰富，其中覆盆子种植面积2.1万亩，其产量和交易量

占全国一半以上，青果干货年产量达600余吨，平均亩产值近万元，总产值2亿以上，带动相关从业人员人均增收5000余元。

从作为药材的山中“野草莓”到以采摘体验为卖点吸引游客，再到生产出网红覆盆子爆品，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让临岐镇的覆盆子摇身一变成为山乡百

姓名副其实的“富民果”。

突出特色打造营销点
山中野果焕发新风貌

大山里长出道地药材 生态农品铺就致富路

在临岐镇，覆盆子青果干货年产量达660余吨，占

全国产量的近一半，覆盆子价格还一度成为全国价格

的“风向标”。

“覆盆子的价格每年不尽相同，今年的价格比较

好，一公斤青果能卖 20 多元，干果 70 多元。”叶孔军

说，“今年，覆盆子青果作为中药材销售，平均亩产值

已近万元，是名副其实的‘富民果’。”

“淳六味”的名号响当当，临岐覆盆子作为“淳六

味”之一，是当地重点发展的道地药材之一。叶孔军

道出了其中门道，临岐镇位于淳安县北部，千岛湖的

源头，这片区域是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占有极其重要地

位的新安医学的发源地，是浙西中药材交易集散地，

也是“浙江省中药材之乡”，常用中药材资源近 400

种。临岐镇中医文化的深厚底蕴，覆盆子规模、产量、

品质等因素共同为临岐镇发展覆盆子产业奠定了坚

实基础。

得益于产区的道地性，临岐的覆盆子在全省乃至

全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目前成功注册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荣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保护产品。

近年来，临岐镇以中药材产业为主导，发展导向日

益鲜明，富民增收效益显著。中药材产业不光让农户

“生财有道”，还带动了屏门、瑶山、王阜等周边乡镇种植

中药材，以中医养生为主题的乡村旅游也在逐步成型。

种植户在向游客销售覆盆子红果种植户在向游客销售覆盆子红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