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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三产”融合发展模式的实践分析 

——以淳安县枫树镇为例 

何爱珍
1
 余向军

21
 

（1.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浙江 淳安 311700； 

2.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浙江 淳安 311717） 

【摘 要】：淳安县地处浙西山区，良田较少，粮食生产主要以旱粮为主，延长产业链，增加种粮附加值，是保

持淳安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的有效途径。通过对枫树岭镇高粱“三产”融合发展的调查，分析其从高粱种植的一产，

以酿酒为主的二产，休闲观景、加工制做、红色研学、办农事节相关农旅服务的三产，相互融合发展的方式、方法，

并将相关实践进行小结，认为“三产”融合发展不能盲目照搬，发展该模式要考虑产业集聚、产品开发、产业融合、

服务能力等条件。 

【关键词】：高粱 三产 融合 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6.11【文献标识码】A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如何在稳定粮食生产面积、保持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让农民收入有效增加，成为当今学者面临的新课题。 

淳安县地处浙西山地丘陵区，由中低山、丘陵、小型盆地、谷地和水库组成，面积 4427km2，占全省总面积 4.35%，是浙江

省地域面积最大的县。全县设 23个乡镇，拥有一流的生态环境资源，千岛湖有岛屿 1078个，湖岸线 2500km，湖区面积 573km
2
，

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人均耕地 0.03hm2，也是浙江省主要的农业生产县。目前从淳安县的粮食生产情况来看，旱粮生

产面积占了粮食播种面积的 86.5%，是稳定粮食生产面积的主力军。特别在“三年”困难时期，将房前屋后、田地边角等能种农

作物的地方，都种上旱粮，增加种粮面积，成为农村农民吃饱的主要方式，一般山下有田农户还向山上农户借粮，勤劳的淳安

人民保持着利用山坡地种植旱粮的传统习惯。因此，发挥淳安种植旱粮优势，通过对旱粮进行加工开发，结合淳安千岛湖旅游

资源与枫树岭镇特有的“红色文化”精神内涵，形成了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农旅服务的“三产”融合模式，延长产业链，

增加种粮附加值，拓展了农民就地就业的途径，对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与稳定粮食生产能力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为此，笔

者结合淳安县粮食生产的实际情况，调查分析了淳安县枫树岭镇红高粱“三产”融合情况，总结了该模式融合发展的方式、方

法及发展的基础条件，供相关者参考。 

1 发展种植 

1.1按需引种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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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树岭镇总行政区域面积 308km2，森林覆盖率 85.1%，耕地 874.3hm2，山地较多，发展旱粮生产有较大的潜力。据了解 2020

年枫树岭镇种植水稻面积只有 32.55hm2，旱粮种植面积高达 95.7%，其中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是高粱，年平均高粱种植面积占全镇

旱粮总面积的 14.7%。根据高粱收获处理方向，按照实际生产需要，引种泸糯、晋糯、川糯等酿酒与磨粉兼用品种，品种相对成

熟一致性好，整齐度好，产量较高，且籽粒糯性好，出粉、出酒率较高。同时可根据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及时调整生产加工

方向。 

1.2出台扶持政策 

为发挥淳安县旱粮生产优势，县对连片统一流转种植旱粮面积 3.33hm2以上的主体，给予 200元/667㎡的直接种植补贴；在

果园、桑园和幼疏林地(以下简称“三园”)间作套种旱粮，连片统一流转面积 3.33hm
2
以上，且套种面积比例达 50%以上，给予

60 元/667m2 的直接种植补贴；高粱种植所需的翻耕机、开沟机、脱粒机、机动喷雾器等可享受农机购机补贴政策。枫树岭镇为

进一步促进高粱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主体种植高粱补贴 500元/667m2的扶持政策，并在直接种植补贴的基础上，对开荒种植的追

加 400元/667m2。现枫树岭镇平均每年高粱种植面积稳定在 106.67hm2。 

1.3建点示范生产 

在枫树岭镇核心生产村上江村建立 8hm2 的高粱绿色高效生产示范基地。一是通过高粱/油菜轮作、高粱/绿肥轮作方式，减

少重茬生育不壮、穗粒数减少等连作障碍，特别是有效减轻高粱黑穗病的发生。二是在整地的同时深施有机肥，在不同生育阶

段根据对养分的不同需求进行追肥。采用条直播或穴直播种植方式的，3～4 叶间苗，5 叶结合中耕定苗。三是高粱忌涝，连续

阴雨天，注意排水；拔节至开花期确保水分充足。四是示范基地统一用无人机进行统防统治，节省病虫害防治成本。示范基地

平均产量 426㎏/667m
2
，比面上增产 18.36%。并实行“集体+农户”模式，农户负责种植，村集体统一收购，消除农户高粱销售

“后顾之忧”。 

2 开发加工 

2.1确定深加工方向 

淳安县山区种植旱粮有传统习惯，但旱粮种植产值不高，有些出现生产成本与产值倒挂现象，造成生产面积逐年下降，深

加工是有效保持旱粮生产存量，增加附值的有效途径。经了解淳安历史上就有各家各户酿土酒的传统，特别是枫树岭、汾口等

乡镇对高粱酒特别青睐，每家每户都会存储一些“土酿”，在过年过节时招待客人；而且因高粱烧主要以粮食加工而成，价格

也较稳定，高粱酿成酒可将原产值提高近 4倍，枫树岭镇党委政府确定以高粱加工酿酒作为农民种粮增收的方向。 

2.2农户入股建酒坊 

枫树岭镇开展村级联建厂房，建立“企业+集体+农户”模式，投资 500万元建成了村集体配套酒厂(坊)，注册了“遂安烧”

商标，使农户手中的红高粱变成“黄金粮”，搭建了从一产拓展到二产的平台途径。并以枫树岭大下姜品牌为依托，分别与浙

江谷生米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检食家智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和白酒销售合作协议。 

3 农旅结合 

3.1休闲观景 

全镇红高粱进入成熟期，连片沉甸甸、红灿灿的穗浪随风涌动、分外惹人。通过媒体报道，成为经过淳安县淳杨线上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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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红打卡点，微信、微博中晒火红的高粱丰收景成了时髦事。村集体在连片种植集中区搭建观景台，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

前来观景，还成了新人婚纱照拍摄基地，象征着以后日子“红红火火”；在高粱基地特定区域布置枫树岭农家土特产品销售区，

主要销售红高粱酒、高粱粉、高粱穗扫把等系列产品。同时结合精品村建设，将高粱集中种植村农居房的外立面进行装饰，统

一创绘精美的高粱农耕文化展示墙，讲述酒文化、讲好红色故事等，展示红高粱村文化内涵。枫树岭镇还在下姜村发展了民宿

24家，其中精品民宿 2家。让来枫树岭的游客有景赏、有特产吃、有高品质住，初步形成玩赏、吃住“一条龙”的农旅精品线，

形成了一产与三产相结合的模式。 

3.2加工参观 

高粱酿酒有一个加工过程，枫树岭镇组织专家及土酒加工村民，提炼高粱传统酿酒工艺，利用镇村中空置房屋进行修缮，

建立了传统酿酒流水线参观房。游客可通过透明的玻璃窗，查看到以红高粱为原料的纯粮食酒生产各个环节，参观结束后免费

试品调制好的成品酒，可选择性地购买各级别、不同系列的成品酒，有效地将农村传统的酿酒文化与加工酒品融合，实现二产

与三产的有机结合。同时酿酒后的酒渣进行科学处理，作为农村养猪饲料，对生态环境没有负面影响，助推了镇村高粱种植、

生猪养殖一产的发展。 

3.3产品制做 

高粱加工成粉，成为各种小吃的主要原料。如高粱馒头、高粱粿、高粱窝窝头等。特别是枫树岭镇带小“尾巴”的酒酿高

粱馒头，成为当地农家乐餐桌上的小主食。它以传统工艺制做的酒酿为酵母加入高粱粉中发面，纯手工制做，用地道的大柴火

灶蒸，成品中带有甜甜的酒香味。并把相关制作过程开发成游人参与项目，成为特别受家长带小孩体验生活人群青睐的亲子制

做体验游。 

3.4红色研学 

枫树岭境内白马地区为杭州市首批命名的革命老区，“红军标语墙”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烈士纪念碑”是淳安县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有以下姜村为核心的党性教育基地，是省市党校现场教学基地，红色文化传承阵地已基本形成。在红

色教育与研学中，为体验“汗滴禾下土”的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精神，参与助力红高粱的种植、日常管理、采收脱粒等生产环节，

成为下姜村大培训的课外教学实践课程之一。 

3.5办农事节 

2019 年枫树岭首次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 2019 浙江淳安农民丰收节系列之“祖国华诞喜庆丰收”乡野晒秋暨千岛

湖·大下姜红高粱文化节活动。开展征集“九儿”、体验酿酒等相关节目，吸引众多人前来体验高粱丰收、“九儿”酿酒等新

田园生活，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餐饮与民宿业的发展，成为枫树岭镇增收的又一新篇章。2020 年举办康美千岛湖摄影大

展暨千岛湖·大下姜红高粱旅游文化节活动，举行了文艺演出、农趣运动会等，吸引近万人次参加各种不同的农事趣味游戏。

特别是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上影后，在淳安县取景拍摄之《最后一课》的取景地——枫树岭镇，黄土学校、旧课桌椅等保

持原拍摄场景，每天引来近千人到拍摄地打卡。 

4 结果分析 

4.1取得成效 

4.1.1经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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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树岭镇高粱种植面积达 106.67hm2，年总产量约 450t，可酿高粱酒约 175t，按照市场价格估算，年总产值将达 1500万元。

同时通过办节、红色文化资源等，2020年下姜村累计接待游客 76.89万人，旅游收入已达 4451万元；枫树岭大下姜区块农村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11万元、低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 1.39万元。 

4.1.2社会成效。 

全镇在家从事一产、发展民宿、餐饮等有 1.43万人，占全镇总人数的 75.43%，位列全县前三甲，空心村率得到有效缓减，

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振兴，形成“一村一特色”的农业农村可参考发展模式。 

4.1.3生态成效。 

建立生产示范点，深施有机肥，合理追肥，实行定额制，减少肥料施用量，防肥多入湖；推广高粱/油菜、高粱/绿肥轮作

方式减少病害的发生，并对病虫害实行统一无人机防治，减少用药量等，有效提高防治效果，并可节省成本 50 元/667m2；实施

肥药双减后，可减轻农业源污染，助力千岛湖一湖秀水的有效保护。 

4.2小结讨论 

枫树岭镇开展高粱“三产”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可供有潜力发展农业产业“三产”融合的地区参考，但要防范产

业整合过程中的盲目性，必须要有一定的发展与融合基础，防止盲目跟风。 

4.2.1产业集聚基础。 

首先要有一定的生产种植规模，不能因为市场某农产品适销售性较好，而盲目照搬发展。如当地没有种植传统或没有种植

基础，盲目引种某种新品种，农民接受程度较慢，没有生产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有市场没产品；或因农民生产技术水平

跟不上，造成供应链不健全而艰难维持。 

4.2.2产品开发基础。 

要把握好二产的发展方向与形式，必须开展市场需求与农民意愿的调查，分析产品的适销性及存在的市场风险。同时注意

二产所需生产场地问题，要充分科学分析加工量与市场需求量、加工场地的匹配性。特别是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建设、饮用水

保护区等，每年用地指标较少，要合理利用好村集体资产与村中闲置房屋，发挥其在加工用房方面的作用。在产品深加工方面

还要注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不能只为经济利益而牺牲良好的生态环境。 

4.2.3产业融合基础。 

第三产中涉及农业、文化、旅游产业间的衔接问题，如果只停留在吃饭、住宿和采摘等几种形式上，难达到与三产融合的

紧密性效果。注意挖掘产业文化、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深层次内涵，让游客不仅仅只有“吃喝玩”的收获，更有文化与精神上的

“乐”。如枫树岭镇讲好红色故事、开展教育培训等都与红高粱的生产、二产的加工等相结合，使产业间有更好的融入度。 

4.2.4服务能力基础。 

第三产业中服务的质量也是影响产业链拓展的重要因素，对终端服务要有配套的管理人才。如餐饮服务礼仪、餐饭搭配、

民宿条件等要进行相关培训，提高农民在第三产中的服务水平及能力，使其有良好的可持续性发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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