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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拥有种植酿酒葡萄绝佳自然环境和中国葡萄酒酿造历史悠久
的德钦县，2000年开始，全县开启重点推广葡萄种植的产业发展之路，实
现全县葡萄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目标。截至目前，全县
先后引进4家高端葡萄酒企业、建成7家精品小酒庄，注册葡萄酒商标企
业24家，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44家，打造规模化基地7个、有
机产品认证面积3996.31亩。目前全县规范葡萄种植面积达14057亩，主
要有赤霞珠、霞多丽、美乐等16个品种，年产量达4711吨、工业年产值1.5
亿元，有效辐射 6 个乡镇、19 个村、2778 户，2022 年农户原料总收入达
652.82万元、地租劳务等收入达1460.56万元，亩均收入达5000元左右、
户均收入达到1.38万元，最高农户年收入达到13万元，对农民增收的贡
献率超50%。

在迪庆州委、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德钦县委、县政府始终把葡萄产
业摆在全县产业发展的关键位置，重点打造“一县一业”特色县，迎难而
上、力破困局，不断推动葡萄产业蓬勃发展。

——专班推进。加强组织领导，理顺机制体制，调整充实葡萄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成立指挥部，组建专班高位推动全县葡萄产业发展。成
立专家组深入实地产业调研，常态化组织州、县两级专家服务团队到田
间地头指导服务，引导各方面人才、技术下乡助推产业发展。发挥科技
特派团在技术攻关、行业指导等方面作用，加速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引进、本土人才培养和营销平台渠道搭建，推动葡萄产业提质增效。

——规划引领。先后出台《德钦县企业奖补实施方案》《德钦县葡萄
酒产业发展规划（2015-2030年）》，支持葡萄产业发展，明确加强对酿酒
葡萄基地建设、科技创新发展、产区品牌营销、培育龙头企业等十大具体
奖补支持政策；聘请智库编制《德钦县美丽村庄酿酒葡萄产业发展规划
（2022-2035年）》《德钦高原生态葡萄产业振兴对策措施研究》，立足实际
编制德钦县葡萄产业发展方案；省州领导先后多次到德钦县实地调研，
指导葡萄产业发展，协助解决产业发展规划、葡萄基地建设、龙头企业培
育等实际困难。

——加大投入。先后在全县19个村实施葡萄基地滴灌改造工程，改
善灌溉面积共计8290亩，累计投入资金达4974万元；实施“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项目，修建水渠11.5公里，改善低产葡萄园540亩；先后实施葡
萄产业项目 18个，累计投入资金 9075万元，支持葡萄基地建设、补助种
植户和龙头企业等，推动葡萄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

——产业融合。按照融合发展理念，围绕葡萄产业，构建“公司（酒
庄）直接流转土地”经营模式，健全联农强农利农机制，截至目前企业共
流转面积达3536亩，强化生产基地建设，做大做强初加工和精深加工，积
极打造区域品牌、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依托产业及
周边梅里雪山、藏族风情等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以酿酒葡萄种植及酿造
为主的高山雪域葡萄酒庄园旅游业，促进产加销、贸工农、农文旅一体化
发展。

——品牌打造。找准德钦葡萄产业市场定位，开展“德钦高山葡萄
酒”地理标志产品申报，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加大产品宣传推介，加强宣
传推介和产销衔接，提升德钦葡萄产业市场化发展水平。中国葡萄酒顶
尖水平“三剑客”中敖云、圣域均出自德钦，其中“敖云”品牌葡萄酒入选
世界100强红葡萄酒，是中国唯一入选的一款葡萄酒。

（（本版图文由本报记者本版图文由本报记者 江初江初 王沙沙王沙沙 杨小楠杨小楠 提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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