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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承载着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使命。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

的核心，特别需要聚焦“土特产”，挖掘其独特价值，拓宽农民增收途径。本文深入剖析“土特产”的

基本特征与新内涵，并针对当前面临的挑战，提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与政策建议，以期为乡

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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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ooster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nty-level financial media center carrie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serv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the cor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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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alization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focus on “local specialties”, tap their unique value, and 
broaden the way for farmer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basic cha-
racteristics and new connotation of “local specialties”,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path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words 
County-Level Financial Media,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土特产是乡村振兴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民致富增收渠道[1]。“土”，意味着要从一方水土中寻找乡土资

源；“特”，就是打造特色、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产品；“产”，即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来建产业，打造

产业全链条。“土、特、产”三个字，大有智慧，大有文章可做[2]。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作为地方主流媒体，应深入挖掘乡村“土特产”的独特价值，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通过精准定位市场需求、发掘文化价值、加强合作与支持，县级融媒体能够提升“土

特产”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进而实现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目标。因此，应充分

发挥县级融媒体的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时代赋予主流媒体的职责使命；主动参与乡村振兴事业进程，是时

代给予主流媒体的发展机遇[3]。县级融媒体在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土特产产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通过融媒体平台，不仅能够广泛宣传土特产的特色与优势，提升消费者认知与购买意愿，促进农

民增收与就业，还能为土特产产业提供多元支持，如协助举办促销与展览活动，增强产业知名度与美誉

度。县级融媒体与乡村振兴紧密相连，其深厚的本地资源使其能够精准定位市场需求，挖掘乡村文化价

值，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与地方政府和社区的紧密合作，使其能够及时响应政策导

向，为乡村特色产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为提升农村经济活力与农民收入的关键。县级融媒体作

为沟通乡村内外的重要媒介，其角色也日益重要。首先，政策导向明确，乡村振兴战略呼唤乡村特色产

业的崛起，县级融媒体需积极响应，发挥桥梁作用；其次，市场需求旺盛，乡村特色产品备受青睐，县

级融媒体需捕捉市场动态，助力产业发展；最后，技术革新不断，融媒体技术为乡村特色产业宣传提供

新可能，县级融媒体应借此创新服务方式。 

2. “土特产”文章的新内涵 

“土特产”作为特定区域依托气候、土壤、水质等自然优势及历史人文传统、技术等人文优势所孕

育的优质农产品或加工品，是乡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乡村特色产业，则以乡村为基础，农民为主体，

充分利用乡村的自然与人文资源，致力于推动农民增收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产业

体系，赋予了“土特产”更为丰富与深邃的内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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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做好“土特产”文章过程中，县级融媒体应以“土”为基石，催生“新”

意。这里的“土”，不仅涵盖气候、土壤等自然元素，更囊括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地域特色，应

深入剖析新的市场环境、技术条件与营销手段，挖掘乡村产业的新功能与新价值，使“土”中孕育出无

限的创新活力。 
同时，县级融媒体应以“特”为核心，寻求“胜”机。地域特点与当地风情是乡村特色产业的灵魂

所在，需深入挖掘地域特色，打造独具特色、具备竞争优势的产品，使乡村特色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 
此外，实现“产”“链”的深度融合也是关键所在。县级融媒体应着力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推动产

业间的融合与协作，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在纵向上，要贯通产加销各环节，实现产业链的无缝对接；在

横向上，要融合农文旅等多领域，丰富乡村产业的内涵与外延。通过产业链的拓展与融合，推动农村由

单一的农产品销售向制成品销售、服务销售转变，实现乡村产业的全面升级。 

3. 聚焦“土特产”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3.1. 县级融媒体助力乡村“土特产”发展面临的问题 

当前乡村“土特产”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其中政策执行与落地难题、销售渠道狭窄、丰产不丰收以

及发展能量未集聚等问题尤为突出。 
政策层面，尽管各级政府出台支持政策，但执行过程中常遇阻，如执行力度不足、宣传不到位等，

导致政策效果有限。销售方面，乡村“土特产”受限于传统渠道，难以进入更广阔市场，缺乏现代化销

售网络和电商平台支持，导致销售量和影响力受限。 
此外，乡村“土特产”往往难以实现优质优价，农民收益受限，影响生产积极性。产业联农带农机

制不健全，农民多局限于初级生产环节，收益增长空间有限。同时，政府、企业、农民等各方力量未能

有效整合，导致资源分散、效率低下，制约了乡村“土特产”的整体发展。 

3.2. 县级融媒体助力乡村“土特产”发展可行性分析 

县级融媒体在乡村振兴中，应充分发挥其媒介权威、分发及思维三大优势[5]。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

宣传平台，县级融媒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能够为农民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引导其做出正确

决策。同时，其广泛的传播渠道和覆盖面，有助于快速传递乡村振兴相关信息，提高农民的知晓率和参

与度。此外，其敏锐的新闻敏感度和创新思维，能够深入挖掘乡村特色和亮点，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基于这些优势，县级融媒体可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通过挖掘乡村特色产业资源，传播其发展成

果，推动与市场对接，引导农民参与，以及品牌塑造等方式，为乡村特色产业赋能。同时，借助县级融

媒体的品牌塑造能力，提升乡村特色产业的竞争力，增强消费者购买意愿，为乡村产业带来更多商机。 
此外，县级融媒体还能通过地区形象塑造，营造良好的投资与发展环境。积极传播乡村发展的正面

形象，展示其投资潜力和发展活力，吸引外部投资，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在应对突发情况时，县

级融媒体也能迅速反应，传递信息，修复和重塑乡村形象。 

3.3. 县级融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现状 

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县级融媒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前，县级融媒体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

已展现出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诸多挑战与不足。 
在信息传播层面，县级融媒体通过内容创新与传播策略，努力提升农产品的价值与特色产业的数字

化水平。例如，库车市融媒体中心通过节庆活动、直播推介等方式，成功提升了小白杏的市场价值，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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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旅游业的繁荣。然而，在农旅资源开发方面，县级融媒体与旅游产业的合作尚显松散，缺乏深度整

合。 
在产品营销层面，县级融媒体致力于创新营销与乡村特色产业的对接策略。例如，清新区融媒体中

心创立的 MCN 机构，通过电商新业态助力乡村振兴，但当前服务多限于直播带货和宣传报道，缺乏对

产品全产业链的深入参与。同时，特色品牌孵化基地的建设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品牌助农仍需面向乡村

特色产业提供更为全面、深入的品牌建设服务。 
在服务模式层面，县级融媒体中心积极探索构建乡村振兴的传媒营销服务体系。以安吉县融媒体中

心为例，通过全案策划、全媒传播、全程服务等方式，强化产销对接，推动数字化转型，创新服务模式。

然而，当前县级融媒体在人才、资源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4. 县级融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的局限分析 

4.1. 乡土资源发掘不深入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作为地方媒体的重要力量，其对于乡土资源的发掘和呈现显得

尤为关键。然而，目前县级融媒体在乡土资源发掘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首先，由于地域和人力资源的限

制，县级融媒体对乡土资源的传播范围和深度有限，往往只能覆盖县域内的部分地区，且内容较为单一，

缺乏深度和广度。其次，县级融媒体在乡土资源的市场调研和品牌建设方面缺乏经验和能力，导致乡土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最后，县级融媒体在拓展乡土产品销售渠道方面存在瓶颈，缺

乏与外部市场的有效对接，限制了乡土资源的经济价值实现。 

4.2. 乡土产品特点开发不足 

县级融媒体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对乡土产品的特点开发同样存在不足。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当

地乡土产品的深入了解，县级融媒体往往无法准确把握产品的独特性和优势，导致在宣传和推广时无法

充分展现产品的特色和价值。另一方面，县级融媒体缺乏专业的产品开发团队，无法对乡土产品进行深

入的调研和开发，限制了产品的创新和发展。此外，县级融媒体在推广乡土产品时，往往过于注重销售

和推广，而忽视了产品的品质和品牌建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土产品的长期发展。 

4.3. 乡土产业服务链条较短 

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县级融媒体与乡土产业的结合往往仅限于报道成果或作为销售渠道，缺乏对

乡土产业链条的全面了解和规划。这导致县级融媒体在助力乡土产业发展时，无法提供全面、深入的服

务。一方面，由于缺乏对乡土产业链条各环节的深入了解，县级融媒体无法为乡土产业提供有针对性的

服务方案。另一方面，县级融媒体的服务资源有限，难以支撑对乡土产业链条的全面服务。因此，如何

延伸和完善乡土产业服务链条，成为县级融媒体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5. 县级融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的未来发展策略 

5.1. 以“土”为财，立足资源禀赋，找准发展方向 

5.1.1. 精准定位，发展特色产业 
县级融媒体应精准定位，依托乡村地区的独特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深入挖掘乡村的自然

风光、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等资源优势，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

旅游和生态农业产业。同时，结合县级融媒体自身的媒介资源，发挥主流媒体公信力、影响力和整合力

的优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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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品质为本，强化科技合作 
品质是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核心。县级融媒体应注重品质提升，通过建立和执行严格的生产标准，

确保乡土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同时，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科技合作，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产品多样性。通过科技合作，不仅可以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还能在

合作中培养人才，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素质。 

5.1.3. 政策引导，争取政府支持 
政策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县级融媒体应积极宣传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潜力和优势，争取地

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和政策倾斜。通过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反馈生产者的需求和困难，争取有针对性

的政策支持，为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积极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推动政策的完善和优化。 

5.2. 因“特”而立，依托比较优势，谋求差异发展 

5.2.1. 挖掘文化资源，提升产业效益 
乡村产业蕴藏着深厚的地理、历史与文化内涵。县级融媒体应深入发掘这些特色文化资源，通过媒

体传播，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特

色发展格局，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发展态势[6]。 

5.2.2. 转变发展路径，满足精神需求 
随着消费升级，人们对于精神性需求日益增加。县级融媒体应引导乡村特色产业由单一的物质产品

提供向精神性服务满足转变[7]。通过组织文化活动、开发户外项目、推广有机农产品等方式，满足消费

者对于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化需求。 

5.2.3. 创建品牌优势，提升市场溢价 
依托乡村特色资源，创建或共建特色产品品牌，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县级

融媒体应利用自身传播优势，助力品牌打造，通过创意设计、包装设计等方式，将乡土产品转化为具有

市场价值的文化产品。同时，与电商平台合作，拓展线上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限制，提升品牌知名度和

影响力。 

5.3. 以“产”为基，锚定特色产业，强化产业发展 

5.3.1. 提供专业节目，提升观众认知 
县级融媒体应深入挖掘并传播乡村特色产业的独特魅力，通过制作高质量的纪录片、专题报道等节

目，提高观众对特色产业的认知度和兴趣。这些节目应涵盖农业科普、手工艺制作、民俗文化等多个方

面，以专业而有趣的内容吸引观众，进而推动产业发展。 

5.3.2. 深化专业服务，满足用户需求 
除了节目内容，县级融媒体还应提供与特色产业相关的专业服务。这包括为农户提供技术咨询和市

场信息，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效率；为消费者提供购买指南和售后服务，提升购物体验。通过满足用户的

多元化需求，增强用户对特色产业的信任和支持。 

5.3.3. 创新营销服务，助力市场拓展 
在市场竞争中，县级融媒体应利用自身优势，为客户提供品牌宣传、产品推广等营销服务。通过精

准的市场定位和创新的营销策略，帮助特色产业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实现销售增长和品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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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聚焦未来趋势，提供解决方案 
面对科技和市场的不断变化，县级融媒体应关注国内外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市场趋势，为特色产业提

供未来发展的解决方案。通过推广智能农业技术、引导绿色有机农业发展等方式，推动特色产业的转型

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5.3.5. 强化人才支撑，激发创新活力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8]。县级融媒体应发掘和培养本土精英，通过举办培训班、引进外部人才等

方式，为特色产业提供专业的人才支持。同时，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推动

产业的创新发展。 

5.3.6. 优化物流体系，提升市场竞争力 
物流是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县级融媒体应发挥信息传播和资源整合优势，协助构建高效物流

体系。通过优化物流环节、降低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推动乡村特色产

业的繁荣和发展。 

6. 结语 

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关键力量，致力于

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目标。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特别重视挖掘和利用本土“土特产”

的独特价值，为农民开辟新的增收渠道，从而增强乡村经济的内生动力。 
本文深入剖析了“土特产”的基本特征及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丰富内涵，揭示了其在乡村经济发展

中的巨大潜力。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乡村产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如市场竞争激烈、品

牌建设滞后等问题。 
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路径和政策建议，旨在促进乡村特色产业的

蓬勃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的转型升级。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实施这些措施，将能够更有效地助力乡村振

兴，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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