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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仙谷

一座山谷唱响三产融合

以融为先，延伸农业产业链C
一个柚子剥开亿元产业

从“1”出发，选准赛道加速跑A

去年盛夏的西子湖畔，上饶市农业产业化“头雁引航·雏鹰
振飞”专题招商签约活动十分火热，签约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园
区建设、智慧农业、中药材、现代化种养、农旅等30个项目。

这种热度，还体现在合作速度上。投资13亿元的鄱阳县“王
老吉”产业园项目，仅用4个月时间就正式建成投产；投资10亿元
的广丰山桐子深加工项目第一条加工生产线投产；投资30亿元
的广信白眉茶谷农文旅融合项目油茶工坊主体工程完成。

热，更体现为交流密度。去年以来，上饶派出 280 余批
次干部赴河南、江苏、上海、浙江、深圳等地，掀起学习考察热
潮，以工业化思路、市场化导向、项目化举措强力推动农业产
业化。

源源不断的项目、资金和信息，让上饶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
展热度持续提升，村美、民富、产业强，一幅绿野欢歌的新图景正
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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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龙头带强一个集群

头雁引航，特色产业振翅飞B
一片茶叶香飘四海万里

品牌塑造，放大产业化效益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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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贡米智能化生产线万年贡米智能化生产线

全市共培育农业产业化省级联合体 11
家。其中万年贡集团有限公司年营业收入突
破50亿元。

全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产业
园 7个，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120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 560
家，年加工产值478.1亿元。

国家级龙头企业总数达到10家，省级
龙头企业136家，市级龙头企业383家。

全市农业产业化省级以上龙头企
业超10亿元的达到6家，新增3家；超
1亿元龙头企业达到86家，新增29家。

云谷田园智能化小番茄种植基地云谷田园智能化小番茄种植基地

江西日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马家柚果汁生产线江西日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马家柚果汁生产线

植保无人机对油菜进行田间管理植保无人机对油菜进行田间管理

广信区鲟鱼养殖广信区鲟鱼养殖

葛仙村葛仙村

铅山现代农业产业园铅山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成万亩农业特色产业基地49个、特色
种养面积超600万亩。形成了广丰万亩马家
柚、广信万亩油茶、玉山万亩蔬菜、横峰万亩
葛、弋阳万亩雷竹、铅山万亩红芽芋、德兴万
亩中药材、婺源万亩茶叶、万年万亩贡米、余

干万亩水产、鄱阳万亩稻虾等特色优势
产业发展格局。

余干县万亩水稻基地余干县万亩水稻基地

在广丰大南镇古村村马家，有一棵距今 200 多年身姿苍
劲、枝叶翠绿的老柚树顽强地生长着，它就是广丰马家柚的母
本树。如今，在广丰，马家柚全区种植面积逾19.5万亩，年综合
产值超30亿元。

这得益于近年来广丰区将马家柚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
来抓，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头雁引航·雏鹰振飞”行动，强化数
字赋能、全链发力。不仅成立了广丰区马家柚科技研究中心，
还与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
开展深度合作，推出马家柚品质提升“3316工程”，发掘马家柚
优系品种5个，引入示范新优品种10余个，培育杂交新品系群4
个，打造广丰马家柚数字化产业平台，示范引领马家柚数字化
种植，实现“会种柚”向“慧种柚”转变。

每逢金秋时节，广丰随处可见“柚”惑的身影：山坡上，马
家柚硕大金黄，一派丰收景象；企业生产车间，一瓶瓶柚饮料
快速下线；文创品店中，马家柚 IP憨厚呆萌，马家柚钥匙扣、手
提袋、抱枕等“俘获”年轻人的心……坚持以工业理念抓农业，
广丰投入 3.6亿元建成占地 351.5亩的马家柚深加工产业园，
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积极培育本地企业加强产品开发，
先后开发了柚美时光、柚香糖等 60多款产品，不少产品走俏
市场、远销海外。其中，江西日远开发的“杨枝甘露”年销售
量 600 万瓶，销售额 4000 万元，“杨梅兔气”年销售量 600万
瓶，销售额 4000万元。“柚美时光”爆品年设计总产能 10万吨，
产值 10亿元。

构建特色优势产业格局，上饶坚持用好一方水土，开发乡
土资源，引导各地集中力量重点发展 1-2 个农业特色优势产
业，初步构筑以“广信油茶、广丰马家柚、玉山香榧、横峰葛、弋
阳雷竹、铅山红芽芋、德兴中药材、婺源绿茶、万年贡米、余干水
产、鄱阳虾蟹”等为主要内容的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格局，合力打
造区域性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春耕时节俯瞰鄱阳湖两岸，成片良田已添新绿，无人驾驶的农
机正来回穿梭，与现代农业生产相适应的高标准农田映入眼帘。
走进万年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工人正在对刚刚加工好
的万年贡米进行统一检测、打包、发货。从上游的种植与收割到下
游的加工和销售，大米在万年被做成了大产业。

万年贡米是万年县农业产业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之一，“万年
贡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达 96亿元。该县引导万年
贡集团实行“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生产模式，链接
100多家农民粮食专业合作社，采用全球领先的大米生产线，打造
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的现代化智慧工厂，辐射带动 17万农户，
促进了农业的高质高效。

聚焦“龙头壮大”，上饶着力锻造农业产业化引擎。走出去狠
抓农业招商，组建农业产业招商小分队，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壮大做
强、精深加工水平提升、农文旅融合发展、冷链物流建设等方面，系
统编制招商目录，扎实开展精准招商、上门招商、以商招商，去年以
来，签约项目 74个、实际进资 84.97亿元。积极培育骨干企业，深
入实施农业龙头企业培育行动，支持企业强强联合、同业整合、兼
并重组，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销售、服务一体化发展，打造
万年贡米、江天农业、鄱阳湖生态农业等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
业领军企业，累计培育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120家，其中国家
级龙头企业10家、省级136家。大力发展精深加工，以“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为抓手，紧扣水稻、茶叶、水产品等优势产业，扎实开展
农产品加工提升行动，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下沉、向园区集
中，初步建成7个百亩以上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原料基地+产地初
加工+园区深加工”的产业集群加速构建。

如今走进盒马鲜生，来自上饶的杨梅甘露、杨枝甘露、草莓甘
露、青提甘露、马蹄竹蔗水五种产品销量火爆，这背后是江西日远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商超+供应链公司+基地+农户”的带动模式效
益显现。在该模式下，进入盒马鲜生等新零售渠道及各品牌茶饮、
餐饮渠道的产品销售量超1万吨，销售额8000万元，进入门店数量
超过10000家，覆盖200余个城市，已带动1020户农户实现增产增
收，每年户均增收超过3500元；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1500人；
辐射带动整个产业园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0%以上。

龙年伊始，和煦的春风吹向望仙乡望仙村，希望的种子在这
里生根发芽，结出村民们的幸福甜蜜生活。一年多来，该乡新增
民宿100多家，盘活闲置农房和宅基地4万多平方米。

2007年，当地政府叫停了石材产业。靠山吃山的望仙，发
展一下陷入困境。直到2011年，一直在寻找发展新路的望仙乡
邀请一个景区设计团队来到这里，浓郁的赣东北特有建筑风格
和饮食习俗引起了他们极大兴趣。团队于是决定和当地政府共
同开发，利用荒废的采石场，结合地形地貌，新建和改造了 120
栋赣派风格的民宿，开发了峡谷漂流，铺设了5.6公里长的景观
灯。经过多年的持续投资建设，集吃住游购娱为一体的望仙谷
景区于 2020 年对外开放，对外营业仅一年，客流量就突破百万
人次。2023年，景区接待游客 369.1万人次，总营业收入达到
4.14亿元。

从“废弃矿区”到“网红山谷”，望仙谷通过搭建创客空间，以
不收租金、共创共享的方式建立商业、农业和非遗工坊，实现了
三产相连，打造成为集乡村旅游、民宿、餐饮、产业作坊相融合的
乡村特色旅游村，带动当地周边从业人数1.6万余人。

望仙“悬崖上的民宿”、婺源篁岭“晒秋”、铅山葛仙村“过
几天神仙日子”……一个个农旅 IP火出圈，上饶已培育各类

农文旅经营主体 1.23 万家，推动由卖农产品向卖体验感跃
升。聚焦“业态融合”，上饶致力延伸农业产业化链条，在产
供销融合上下功夫，完善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体系，积极布局智能产地仓，建成营业中国供销上饶农产品
交易城、余干农商大市场等一批农产品市场，已建冷库库容
达 110万立方米，在建库容 73万立方米。并在数字化融合上
下功夫，以数字农业农村云平台建设为引领，推广农业物联
网、智慧渔业、智慧农机应用，加紧打造一批高质量发展的数
字化、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现代农业园区，创建省级农业物联
网示范基地（企业）50 家，推动农业产业由“跟着感觉走”向

“数据说了算”转变。

走进婺源县思口镇思口村，赵家茶园前新竖立的“婺源县出口茶叶‘大
基地’建设项目备案基地”大标识牌上，详细列明了基地名称、溯源号、管理
模式、监管单位以及管理专家组等信息。茶园内，一支芽茶叶合作社负责人
姚华源，正忙着和女婿吴洪伟商量茶园改造提升计划。

今年1月31日，作为全国首创建设的出口茶叶“大基地”——婺源县出
口茶叶“大基地”在该县秋口镇石门村揭牌，这为婺源茶叶出口创造了更大
空间，还可带动周边地区茶产品向婺源集聚，促进茶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作
为“千年茶乡”，得益于优良的生态环境，婺源县积极构建“三茶”统筹发展新
格局，做响茶品牌、做优茶产业、做大茶经济，已成为我省茶叶出口第一大
县。2023年，该县自营茶叶出口总额 6.25亿元，增长 10%，占全省茶叶出口
总额的七成，其中有机绿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27%。

“‘大基地’成立后，对我们这种中小规模的茶企来说是重大利好。”姚华
源笑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的有机茶园有 650亩，2023年销售茶青 35万
余公斤，每公斤2.6元，实现销售收入超90万元；2024年，通过实施“五统一”
改造茶园、改良土壤和茶树，预计能收50万公斤茶青，加上出口售价提升至
每公斤3元，茶园产值可上一个新台阶。

目前，依托“大基地”的示范引领，上饶市把发展茶产业作为加快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公司+合作社+基地+茶
农”联农带农机制，以点带面引导更多农户投身茶叶种植，带动更多农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近年来，上饶致力于打牢品牌根基，以部省共建全国绿色有机农产品基
地试点省为契机，分阶段、分批次、分部门推动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创建国
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2个、省级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县5个，创评全国有
机农业示范基地5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11个，创评绿色、
有机、地理标志农业品牌630个。其中，马家柚产业制定《地理标志产品·广
丰马家柚》农业地方标准，柚皮浮捏技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柚汁、
柚子酒、柚子精油、柚香糖果等60多种深加工产品，年综合产值达60亿元。

在强化品牌提升的同时，致力于强化品牌营销。31个品牌入围“赣鄱
正品”目录，联合阿里巴巴数字乡村共同打造区域公用品牌“饶有丰味”，发
布马家柚产业 IP。紧盯“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等重点地区，制定品牌营
销战略规划，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昌等重点城市举办马家柚品
鉴推介活动，在杭州市举办“饶鲜优品·亚运有你”上饶农特产品(杭州)展示
展销直播活动和携手亚运“趣”游上饶推介活动，助力上饶优质农产品融入
杭州亚运会等高端赛事活动，持续提升“饶字号”农业品牌市场影响力。目
前，全市已有82款优质农产品进驻知名商超、榜单餐饮和“圳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