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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特产是指具有特殊的生态环境，特优的品种，特

高的经济效益，特殊种养方式或特殊加工方式为内涵的

饮食类或文化纪念品类产品。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市

场经济的建立，具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农特产开始借助

于现代的交通工具、网络媒体的平台和旅游业的发展等，

开始进入了普通家庭的生活消费的视野。藏区多处高海

拔地区，境内拥有许多高品质的野生特产。近年来，藏

区经济社会发展虽呈现出明显的加速趋势，但特产行业

发展现状不佳，许多优质产品烂在自家院子里。因此，

打开藏区农特产的销售市场迫在眉睫。目前农特产产地

对于本地的农特产产品市场的开发和利用存在着很大的

不足和缺陷。1

一、藏区农特产的主要特点

“藏区”，即藏族聚居的地区，是“民族文化”和

“地域”概念的合称，既有民族性特征，也有很强的地

域性特点。农特产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有一定的地

域历史文化积淀，且品质优良未经深加工的各类农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藏区特产多为高海拔地区产物，多

为天然滋补产品，是养生人士必选商品。

二、藏区农特产传播现状分析

调查研究稻城农特产传播的过程中，对其发展现状

进行了总结，发现了以下几点，而这恰好能够代表藏区

土特产品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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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扶植藏区农特产品

为了更好的推动稻城县农特产品尽快树立自身的特

色品牌，扩大其品牌效应，稻城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的号召，建立乡村合作社助力其发展，

即通过特色农特产品的发展带动周围群众致富、采取

“政府 +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以及“藏地旅游 +

电商进农村”文化旅游相结合的模式，通过此类模式来

对农特产进行宣传引导，再加国家的“三农扶持政策”，

稻城县农特产品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每年 3— 9 月是冬虫夏草、野生松茸季节，为把新鲜

优质的虫草和野生松茸推销给更多人，采取政府带头，

企业出力的形式会开展线上线下产品推介会，据调查显

示，近两年稻城县冬虫夏草和野生松茸销量同之前相比

实现了翻番。

阿西土陶产于稻城县赤土乡阿西村，阿西村独有的

红土成分特别，含有氧化铝及微量元素，粘性强而透气

性好，是制陶器的绝佳原料。

在政府的资金扶持下生活在此处的阿西村人利用此

土制作陶器，创制出了许多制作古朴精美，造型奇巧多

样，民族特色浓郁，文化内涵丰富，具有极强实用性和

观赏性的黑陶器皿。在 2008 年阿西土陶被列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藏家独特的传统土法手工艺品，

其制作为纯手工技艺，用其烹煮出来的食物味道鲜美可

口且有一定的保健功效。

2. 农特产品发展初具现代化规模，奠定了产业基础

在国家政策和经济的扶植下，稻城农特产产业已形

成了一定规模，“稻城麻格同村合作社”、“稻城巨龙阿

当合作社”等产业初具现代化产业发展特性，为稻城农

特产品后续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

景下，政府对农村建设的扶植力度加强，稻城农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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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越来越好。在一定程度上能带动稻城的经济发展，

提升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奠定了农特产产业发展的

基础。

3. 农特产品牌效应初步打响

在乡村战略的背景下，稻城农特产通过国家和政府

对乡村发展的政策扶植，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链。同

时结合稻城“旅游名县”的优势及产品质量的保障，稻

城产品也慢慢有了知名度。

2021 年稻城县麻格同种养殖农民合作社成功获得

“麻格同村”、“麻格拉域”两个商标注册证，稻城藏康

生态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 5 个合作社，成功注册商标

“藏康之光”。稻城县农产品品牌初步建立，但产品种类

和覆盖领域较为狭窄，市场资源开发有待提高。

三、藏区农产品传播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在国家政策扶持和电子商务经济发展的趋势下，现

如今稻城农特产品的发展态势良好，但在其发展过程中

仍存在一定问题。

1. 产品种类多而杂，产品不具特色性

藏区农特产品普遍存在“小、散、乱、贵”的特点，

产品品种多，规模小，多数产品缺少严格的品质管控，

农特产品种植还是传统方式居多，处于“靠天吃饭”的

境地。

稻城位于四川省西南片区，川西高原上，一方水土

养育一方人。境内有名贵药材冬虫夏草、野生松茸、野

生蜂蜜、红景天、贝母、雪莲花等 30 多种天然野生的名

贵药材、阿西土陶、藏香猪、风干牦牛肉、苹果、高原

土豆，稻城土鸡等 50 多种农产品。近年来在政府政策扶

持下，稻城许多产品“走出了高原”。但众多产品依旧缺

乏专业经营及宣传，导致产品缺乏特色性、精准性。

2. 销售渠道缺乏创新性，销售渠道单一

如今我们已经迈入全媒体时代，有了许多传播信息

的方式。稻城县的农特产传播渠道同以往有了较大进步，

但新媒体领域的涉入不广，大多农产品销售以集市蹲点

售卖和旅游景区“后备箱”售卖为主，而如今大多数人

更倾向运用新媒体进行交易，这就减少人们对农特产品

的认知。

3. 藏区农特产市场体系不健全

市场发育程度低。经济基础较差，常住人口偏少，

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批发市场更是建设落后，许多

地区没有批发市场，没有形成能够发挥示范性作用的农

产品零售市场。农产品零售行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产

品市场信息监测不到位。农产品市场鱼龙混杂，没有统

一的产品市场价格，农牧民只能凭经验和预期来选择生

产品种及数量，消费者了解商品的渠道单一，只能依据

市场行情购买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够对称，

造成高品质农产品难以售出高价，缺乏足够的流通效益

与竞争实力。

在对农特产进行广告宣传时，虽然选择了网络广告，

但主要以专门农业网站或涉农网站为主。而人们很少浏

览这些农业信息网站，这就导致对农特产的宣传并没有

达到预期效果。调查发现，所投放的广告质量不高，内

容仅仅是对 c 产品功效做了简单介绍，并没有起多大宣

传作用。

这些在稻城农特产传播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大多

藏区农特产传播中遇到的问题。

四、藏区农特产传播发展的策略

针对这一系列在藏区农特产传播中出现问题，我们

要直面它，解决它，以扩大其品牌效应的影响力，使其

能更好促进藏区的建设和发展。

1. 结合政策，打造产品特色

在稻城农特产的发展过程中，稻城政府采取“政府

+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搭建“亚丁集市网上商城平台”

政策取得很好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出，在乡村振兴背景

下，国家和政府可以加强对农特产的扶植，实行一系列

“扶农政策”和对农民进行专业项目培训，给予资金补

助，同时加大农特产领域资金和人才的投入，使得藏区

农特产得到进一步发展。

树立大区域品牌意识，实施“圣洁甘孜”等区域知

名品牌战略，适时推出国家驰名商标，规范使用区域公

共品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品牌培育机制，打造

一批品质优良、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特产品，

对区域品牌产品进行动态管理，严格实行准入和退出制

度，维护品牌形象。

2. 加大产品宣传力度，扩大产品推广的范围

在传播农特产的过程中，要对以往的传播方式进行

改革，加强在“新媒体领域”的推广，教会农村居民会

操作新媒体，发挥新媒体在农产品中的积极推动作用。

同时网络推广不仅在农业网站或偏农业性网站上，更是

在微博、微信等新兴平台，更要完善农产品信息得到更

好的宣传效果，以推广其品牌，扩大其品牌知名度，使

其能够得到很好的传播。

3. 同步农村和城市的信息传播方式

对于稻城农特产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农村和城市消息

发布与接受不对称的问题，首先要在农村里更新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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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念，让农村居民尝试使用新媒体技术。同时鼓励

让农民到城市中参加产品推介会，展销会，会上人们面

对面宣传，扩大品牌效应。

通过以上方式，能很好地解决藏区农特产在传播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播发展。

五、结束语

总之，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提升农特产品的知名度打

开农特产品的销售渠道是非常值得我们探索与实践的。

而对于已发现的问题要寻找解决策略，使得藏区农特产

价值提升，促进藏区农特产品的品牌推广，提升人们生

活质量，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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