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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发展特色产业是榆林市南部县加快发展的重头戏,加快榆林市南部县特色产业发展 ,要抓住五

大要素, 即找准优势要素,抓住龙头要素,拓展创新要素, 抓好基地要素, 确保环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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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榆林市南部县特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榆林市南部六县特色产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形

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方向,佳县红枣、旅游; 吴堡红

枣、桑蚕; 清涧红枣、粉条、石材; 绥德饲料、大棚蔬

菜、米脂小米、杂粮,子洲黄芪、畜牧产业等。从榆林市

南部六县特色经济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已经具备了

把枣业、小杂粮、畜牧业、旅游业做大做强的有利条

件。佳县、清涧红枣种植面积分别达到46万亩、48万

亩, 2006年红枣产量均达到10万吨,产值2亿元。吴

堡红枣种植面积也达到15万亩,产量达到1. 5 万吨。

榆林市红枣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前列, 是全国著名的五

大枣区之一。佳县红枣远销日本、台湾;吴堡红枣在北

京的超市设立专柜;清涧一直以滩枣闻名, 巨鹰、宏祥

等品牌已经有了较高的知名度,销往全国50 多个大

中城市, 清涧红枣在国内大枣市场中占有率约为

30%。绥德的“三十里铺”小杂粮走入了人民大会堂,

大棚蔬菜发展到1500多棚;米脂的小米、小杂粮也走

入许多大城市的超市; 子洲县围绕“薯、豆、芪”等农副

产品,创办了20多家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三丰油脂有

限公司, 2006年产值7800万元, 天赐公司的黄芪远销

日本、韩国以及港澳地区。由于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不

断涌现,进一步带动了南部六县的特色产业的发展,

促进了农民的增收。

二、榆林市南部县特色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 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榆林市南部六县作为我市特色产品的重要生产

地和输出地, 基础设施却是全市最落后的地区。近年

来榆林市的道路交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目

前南部县的基础设施状况仍然落后, 各县乡村公路条

件更差。信息落后仍然是制约南部县特色产业发展的

一个重要原因,榆林至今还没有一个整体的、大型的、

信息全面详细的反映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宣传本市特

色产品的网站 。

2.深加工能力弱、市场化程度低

榆林市南部县的特色产品绝大部分是以初级产

品的形式进入市场,缺乏深加工,附加值低,对农民增

收、财政增收的贡献率还不是很高。缺乏知名品牌, 以

红枣为例, 佳县、吴堡、清涧是红枣主产区,米脂、绥德

红枣种植面积也不少。红枣加工却依然是各自为战,

各县纷纷打出自己的品牌, 佳县有东方红、嘉宝、神

泉、天一等多个品牌。清涧有巨鹰、宏祥、任何仙、宝龙

等品牌。此外还有四妹子、三哥哥等许多品牌。品牌

太多容易使人产生错觉, 难辨真伪,影响红枣的信誉

和知名度的提升;加工企业数量很多, 龙头企业还不

多。南部县特色产品加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佳县有

红枣加工企业10多家, 清涧有红枣企业30多家、有粉

条加工企业 300多家,米脂有小杂粮加工企业六家,

绥德也有五家。绝大多数企业规模较小,生产技术水

平不高, 大多仅仅是初级加工, 附加值很低; 批发、零

售的小门市很多,大型的集散市场还没有形成。

3、政府扶持特色产业发展的力度还不够

榆林市南部各县地方财力非常弱,对特色产业的

投入力不从心,许多县有想法却没有办法实施。2006

年榆林市拿出1亿元资金扶持南部县的发展, 用在特

色产业上的资金数量很小,但南部各县在特色产业发

展上纷纷行动起来,精选项目, 建基地、上技改、已经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4、农业从业人员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平均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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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偏低,大量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农民外出务工,

特色产业的发展需要的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员缺乏。各

县培训的发展特色产业的农民数量远不能满足产业

化发展的需要。

三、榆林市南部县特色产业发展的对策思路

1、找准优势要素: 特色产业发展的前提

有优势才会有特色,有特色才会有竞争力, 有竞

争力才会有活力。目前,南部县在资源优势观方面存

在着诸多误区,影响着特色产业的发展。市场经济条

件下,只要扬长避短,就可以寻找到自身的优势。寿光

靠蔬菜成为全国百强县,宁津靠桌椅板凳富甲一方,

桥头镇靠扣子闻名天下,中宁靠枸杞走上富裕, 定西

靠土豆脱贫致富。南部县有许多优势, 佳县、清涧、

吴堡的红枣 , 绥德、米脂的小杂粮、大棚蔬菜、子洲的

畜牧业、油脂业、黄芪已经具备了明显的优势,整合这

些自然资源, 把它们真正做成大的产业,不仅是促进

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而且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南

部县要高度重视特色产业的发展, 研究优势、探寻优

势、发现优势、发展优势、强化优势、凸显优势,尽快富

裕农民。

2、抓住龙头要素: 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

县域特色产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分散的农户和

多变的市场之间的特殊矛盾,决定了特色产业发展壮

大的关键是必须有龙头组织带动,以龙头作为沟通生

产者与市场的桥梁和纽带, 才能较好地解决供、产、销

三个环节存在的问题, 减少市场风险, 提高市场的组

织化程度。因此,龙头带动是促进县域特色产业形成

和发展壮大的关键。南部县在红枣、小杂粮、畜牧业发

展上确实要培育龙头, 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 1) 建立良种繁育推广公司。围绕榆林市具有特

色的红枣、小米、绿豆、小杂粮建立新品种开发、引进、

繁育体系,种子质检体系,新品种区试体系,种子储备

调节体系等一整套服务体系, 加大与外地枣区、小杂

粮生产区的交流,加强与科研院所的联系,试种新品

种,推广新品种, 保障榆林市以及南部县的种子生产

的规模化、专业化 、优质化。

( 2)以加工企业为龙头, 带动红枣、小杂粮、羊子

产业化的发展。如,在红枣产业化发展上, 以佳县、吴

堡、清涧目前发展势头良好的巨鹰、宏祥等公司为龙

头,扩建和完善配套生产设施,通过增加科技投入,扩

大生产规模, 使产品上规模、上档次, 进一步扩大红枣

的知名度,使红枣真正能富民强县。

( 3)以销售组织为龙头,带动红枣果业和小杂粮

生产。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产、供、销模

式,特色产品的发展应走销、供、产的模式。南部县在

发展红枣和小杂粮产业化开发上的基本思路应以国

内、国际市场为目标, 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取向,

建设以销售组织为龙头的“销售”集团,整合榆林市包

括南部县在内的特色产品, 以销售中心为龙头, 瞄准

西安、广州、上海、武汉、北京等大城市,建设销售综合

网络, 把陕北榆林特色产品推销到国内、国际市场。以

销售龙头的订单进一步带动红枣、小杂粮、羊肉的特

色产品的大发展。

( 4)以主导产业带动林草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南

部县在发展畜牧产业方面都有条件,随着退耕还林成

效的显现,榆林市南部林草业、畜牧业的发展前景非

常好。南部县在畜牧业发展上从“规模种植”、“规模养

殖”上寻求突破, 促进林草业和畜牧业的大发展。

( 5)以专业市场或专业交易中心为依托,拓展商

品流通渠道,带动区域专业化生产。榆林市应在南部

县建设陕北红枣、小杂粮大型市场;建设红枣果品保

鲜恒温库;建设特色产品信息中心联网工程;建立蔬

菜交易市场;建设流通服务中心,定期举行信息发布

会,指导农民种植, 并根据市场需要, 推广新优种, 按

国家绿色食品开发标准生产并推向市场;建设羊子、

羊肉交易中心,带动畜牧业的发展。

3、拓展创新要素:特色产业发展的动力

从目前南部县域特色产业的优势状况来看,尽管

有些特色产业具有一定的创新倾向,但与创新性的要

求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红枣产业虽已具有了一定的

规模优势,但这种优势仍属以小而弱、小而散的企业

(包括大量手工作坊式家庭工厂)为基础所形成的“群

体规模优势”,成规模的龙头企业少,规模大的龙头企

业或集团更少,专业化与协作水平不高, 整体凝聚力、

实力、效益仍然不高。

( 1)抓品牌创新, 以品牌集聚产业。第一, 积极注

册农产品商标,实现农产品品牌化经营。品牌化经营

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竞争力的迫切要求, 是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品牌是无形资

产,打造特色产品品牌的过程就是实现特色产品增值

和农民增收的过程。南部六县的农业特色产品具有传

统的优势, 特别是“无公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的特色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南部县要把打造品牌、

提升产业竞争力作为培植特色产业的关键环节来抓,

要敢于创新,大胆整合产品品牌, 围绕红枣、绿豆、小

米、杂粮、石材、羊肉、黄芪产品,力争创出几个极富榆

林特色的知名品牌。

第二, 积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原产地)。地

理标志不是商标,但它比商标的影响力还大,是一种

无形资产。地理标志名称在长期的经济交往中,成为

了某种特定产品具有的某种特定品质的代称。中国加

入WT O以来, 国家地理标志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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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标示, 获得国家地理标示的商品身价倍增,如

陕西苹果、平遥牛肉、莱阳梨等获得国家地理标示的

商品近年来出口量剧增,价格上涨, 真正成为富裕农

民的主导产业。榆林市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地理标志

商品,政府应把申报国家地理标志工作摆上议事日程

(如:佳县红枣、清涧红枣、子洲黄芪、米脂小米、绥德

石雕以及定边土豆、府谷海红果等北部县的特色产

品) ,认真研究,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十一五期间,力争

每年能够获得一到两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标示,提升

榆林市特色产品的知名度, 促进榆林市以及南部县特

色产业的快速发展。

( 2)抓组织创新, 以行业协会规范企业行为。南

部县要顺应产业发展的要求,引导特色产业经营者成

立行业协会、商会,由企业民主选举产生协会、商会的

决策和办事机构, 建立完善的业内自律的各项规章制

度。

( 3) 抓科技创新体系。南部县发展特色产业,必

须提高现有资源的深加工系数, 增强产业竞争力。要

注重科研,提高深加工能力,发展高附加值特色产业

依托现有龙头企业, 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联系,

充分利用其人才和科技优势促进最新科技成果尽快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建立自己的新产品研发中心,提

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要积极研究红

枣、小杂粮、黄芪的营养保健功效,形成更多的营养保

健方便食品; 应建立健全科技管理、示范、培训、推广

服务体系,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培育和推广。

( 4) 强化企业体制、机制创新。南部县要积极引

导企业建立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现代企业产权

制度, 打造“雁阵型”企业。努力在特色产业发展中打

造知名企业, 把定标准,创品牌, 做产品紧密联系在一

起,让更多的企业做产品, 避免品牌杂乱无序, 形成产

业链条,形成 “雁阵型”企业群, 促进企业间优势互

补,避免企业产品出现大而全、小而全、全而不精的弊

端。

4、抓好基地要素: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

特色产业与其他产业一样,作为一种经济过程,

它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空间条件, 即基地。

榆林市南部县在发展红枣、小杂粮、黄芪等产业的过

程中, 必须要把基地建设这一基础工作做好。要加快

有机红枣基地建设,要加快小杂粮基地建设,保证红

枣、小杂粮、黄芪等产业的持续发展。

5、确保环境要素:特色产业发展的保障

政策环境是特色产业体制、市场、效益及科技、服

务等驱动因素的重要保障。特色产业要发展壮大, 就

必须通过制定政策,营造出一个便于农户与市场连接

的制度环境。首先是产业政策。榆林市南部县政府部

门要根据本地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区域性

特色产业政策。通过研究市场,指导农户发展具有本

地特色和竞争力的优势产品,形成区域性特色产业。

其次是协调管理政策。各部门之间应密切配合,解决

好特色产业经营中的项目选择、部门沟通等方面盲目

性大、较分散、障碍多、效率低、不成规模等问题。市场

环境是特色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各地实践证明, 市

场越大越稳定, 发育程度越高, 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

高,对特色产业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服务环境是特色

产业区域化、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的必然要求。必须转

变观念, 发展服务实体,通过多种渠道参与特色产业

服务活动。法律环境是特色产业健康发展的保证。特

色产业经营要求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解决经营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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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Thinking on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tries in Southem counties of Yuli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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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 f characterist ic indust ries, in southern counties of Yulin city

We must hold five essential factors : Looking fo r the accurate super io rity essent ial factor, ho lding the

mainitem essent ial factor , developing innovat ion essent ial factor, paying special at tent ion to the base

essent ial factor, guaranteeing the environment a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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