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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一头猪能产生多大的价
值？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

一片树叶能迸发多大能
量？长成湖南红茶核心产区；

……
在株洲 ，这些点绿成

“金”的故事，清晰而精彩。深
耕绿色农产品加工，株洲
2021 年 产业链规模达到
168亿元，拥有上下游企业
441 家，炎陵黄桃、白关丝
瓜、攸县香干等品牌声名鹊
起，广袤沃野淌金流银。

田间车间，风景无限好，
但这也非全部。放眼更高的
舞台，我市绿色农产品加工
产业链产业同质化、精深加
工不足、核心技术缺乏等问
题，仍旧突出，与真正的农产
品加工强市尚有距离。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
从别人走过的路来审视自
身，株洲如何逐绿而行、点绿
成“金”？今天，我们选择了潍
坊、襄阳、驻马店和滁州，以
期寻找思想上的火花。

【产业链名片】

2021 年，潍坊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达到 1028 家，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20 家，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总量达到

2516.4 亿元，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蔬菜生产

和集散地、京津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产品供应基地。

今年 4 月，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大会在

潍坊举行。为何选择潍坊？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马勇

如此回答：潍坊是农业产业化发源地、食品工

业强市，“三个模式”叫响全国，拥有发展预制

菜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在农

业农村领域，潍坊是个出经验的地方。改革开

放后，该市先后创造出诸城模式、潍坊模式、

寿光模式，引来一批城市竞相取经。

潍坊为何瞄准了预制菜？

预制菜一头连接田间地头，一头连接市

场餐桌，从种植到加工再到运输和销售，能够

有效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据统计，这是

一个万亿元级的蓝海市场。

敏锐的嗅觉，让潍坊加快了脚步。潍坊迅

速出台《潍坊市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22-2024 年）》，明确提出打造

“中华预制菜产业第一城”的目标，力争到

2024 年，高质量预制菜产业体系初步建立，

预制菜市场主体数量达 3000家左右，预制菜

全产业链规模突破 3000亿元。

目标明了，还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潍

坊主动寻标对标，与广东等预制菜产业领先

的城市相比较后，发现在产业体系、交通冷链

等处于优势，于是果断调整思路，用互联网思

维，发挥交通便捷的优势，拥抱大数据、云平

台，积极对接消费能力强的一线城市，并利用

当下火爆的网络直播、网红经济等，打造出预

制菜品牌，抢占发展优势。

其实，抢占这轮预制菜的风口，潍坊做得

更多。早在 2021年，潍坊就展开多轮调研、调

度，将预制菜产业纳入全市重点产业链培育

管理，成立山东预制菜产业联盟，并与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筹建中国预制菜交易指数服务平

台、共建中国预制菜产业技术研究院。

短短两年时间，潍坊培育出预制菜市场

主体近 2000 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山东省

第一，其中加工领域市场主体 900多家，占全

国近 7成，在新赛道、新蓝海展现黑马姿态。

从“菜篮子”端出“菜盘子”，潍坊一步快、

步步快，再次走向风口浪尖。

绿色农产品加工，株洲如何点绿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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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
把自己的精彩活成
别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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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襄阳：
激活“头雁”带动“雁阵”

3 驻马店：
由“院士经济”引发的“蝴蝶效应”

4 滁州：
筑巢引凤，实力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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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名片】

襄阳作为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也是农业大

市，到 2021 年，该市共有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7 家，

省级龙头企业 113 家，农产品加工产值达 1634.24 亿

元，增速 21.39%。

几年前，襄阳组织一场农业产业化项目观摩交

流总结会，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产业链基础不够牢，

有的链条不长，一些龙头企业竞争力不强。

农产品加工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强弱和带动能

力，直接决定产业规模和成效。怎么办？

襄阳请龙头企业当“链主”，组建利益共同体。

以茶产业为例。2019 年，襄阳下辖的保康县引

进了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萧氏茶业，成立保茶

集团。

公司落户后，按照“资源共享、标准共建、品牌

共创、市场共拓”的产业化联结新模式，推动产业链

上下游形成“目标同向、标准同样、行动同步、责任

同担”联合体。

短短两年内，保茶集团 2000吨名优茶现代产业

园项目，引进日本茶叶加工生产线，整合人才、技

术、品牌、渠道等优势要素，依托保康县茶产业联合

会，联合 48家茶场，共同打造 3个公用品牌：保康毛

尖、保康炒青、保康红。

“头雁”起飞，“雁阵”随之而来。如今，保康县建

成 17.3万亩优质茶园，茶产业链共吸引 100多家小型

茶场、茶农抱团发展。

抱团发展，让襄阳的农业产业实现了从经验

式、分散式向专业化、现代化转变，从过去“卖资源”

赚辛苦钱，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技术”“卖文化”

升级。

为此，襄阳出台《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实施意见》，以补链、延链、强链为重点，每年安排

1亿元用于支持重点产业链建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发展，做大做强农业产业集群。

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襄阳与中国农业

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省农业科学院等院校合作，

按照一条产业链，安排一个专业团队指导，围绕农

产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发等开展攻关，提升产

品科技含量，提高龙头企业竞争力。

与此同时，襄阳还发力品牌提升行动，聚焦生

态建设、产业建设、标准建设、三产融合、“互联网+”

等重点环节，打造了汉江流域乃至全省、全国的区

域特色优质农产品交易中心。

从“一产”出发，“接二连三”拉长扣紧产业链，

一些变化已经展现。如今的汉江两岸，一批批耳熟

能详的襄阳名优品牌接连涌现，“襄大”肉食品、“奥

星”菜籽油、“三杰”面粉、“九朵玫瑰”饮品……一批

产品长成品牌。

数据显示，2021 年襄阳 113 家省级及以上重点

龙头企业实现年销售收入 100 亿元以上加工产值 1

家，10亿元以上 27家。

把自己的精彩活成别人的经验，潍坊总

能给人惊喜。

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新技术、新模式、

新业态不断涌现，农业的深度产业化必然会

出现新的风口，谁能想人之所未想、做人之所

未做，谁就能抢占发展的先机。

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一个庞大的课

题，答案万万千千，低头做事的同时还要抬头

看路。与潍坊相比，株洲缺一分敏锐，缺一分大

胆尝试的勇气，而机会始终垂青有准备的人。

因此，我们应该主动触碰产业发展的时

代脉搏，把目光锁定更高更远的舞台，化被动

为主动，在机会来临时敢于放手一搏。

【产业链名片】

被誉为“中原粮仓”的河南省驻马店市，建成了农产品加工超千

亿产业集群。据统计，驻马店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有 1685 家，年产值达

1800 亿元，是该市第一大支柱产业和首个超千亿级产业集群。

在驻马店市正阳县，有一个被农民称赞的“黏土奇迹”：本不适合

种花生的黏土地，却成了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这是为何？

答案是来自科研的力量。作为传统农区、农业大市，驻马店工业

起步晚、产业层次低、创新动力不足。迈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驻马店

迫切需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早在 2017年，正阳县就设立了 1个院士工作站、5个博士工作站，

进行花生品种研发和种植改良，培育出全国第一个亩产达 400公斤的

高油酸花生品种。由此，“蝴蝶效应”显现。

鲁花集团来了，灌装车间内，全自动生产线每小时可产 6000桶食

用油，一年消耗的花生达到 30万吨，占了该县花生产量的六成；君乐

宝集团来了，13条生产线，日产酸奶 600吨，还带动了 1800多户农民从

事奶牛养殖、饲草料种植；物流包装等企业来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

让当地百姓分享到产业发展的红利。

“蝴蝶效应”还不只如此。为满足花生生产需求，正阳兴起了 38家

花生机械企业，年产 6万多台花生机械，远销苏丹、印尼等国家，同时

建立了花生现货交易中心、花生产品电商物流中心和 282个电商物流

服务站，电商经营主体达到 8500多家。

“院士经济”，由此成为驻马店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的指引。到

2021年底，该市共建立起院士工作站 12个，涵盖花生、食用菌等特色

产业。

引来院士，留住院士，驻马店打出一套组合拳。

一方面，该市建立市领导结对联系院士制度，每月开展“解决问

题日”“诚信服务日”活动，深入了解院士需求，为院士团队提供“一揽

子”解决方案，并为每名院士配备科研设施设备和产品研发及产业化

的专门场所；另一方面，从启动建设、运营管理、研发绩效等方面给予

“全链条”财政支持，对于建立的院士工作站，在省级补助基础上，市

财政再给予一定奖励，并对重点项目给予“一事一议”支持。

如今，一批批“花生院士”“小麦院士”“芝麻院士”等相继与驻马

店喜结良缘，驻马店打出了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弯道超车”“换道领

跑”的王牌。

就在前不久，驻马店发布《驻马店市深化“院士经济”发展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从支持院士创办企业、支持院士科技成果产

业化、支持院士参与创新平台建设、建立市长牵头的服务协调机制等

方面，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产业链名片】

滁州拥有 1个国家级、9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已

形成以滁州经开区食品产业园等为区域中心的食品类

加工集群。2021 年，该市新增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27

家、总数达 278家，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突破 900亿元。

元气森林、银鹭八宝粥、东鹏特饮……这些市场上

耳熟能详的品牌，都是“滁州制造”。

滁州“标签”为何层出不穷？答案就在“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这八个字中。

作为农业大市，近年来，滁州市把绿色食品产业发

展作为主导产业发展方向之一，通过龙头聚力、“链”上

发力、平台助力的方式，不断在“双招双引”上打出了新

攻势。

早在 2017年，安徽省小岗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在中

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小岗村正式奠基开工，项目总投资

10.6亿元。加上滁州市的加工基地，盼盼食品在安徽滁

州的两个工厂总建筑面积已超过 40万平方米，成为盼

盼食品集团最大的生产基地。

此后，小岗村紧紧抓住安徽省大力发展绿色食品

产业的机遇，依托国家级农业科技园优势，通过以商

招商、“双招双引”等方式，开拓绿色食品产业新“赛

道”，粮食深加工、生态养殖加工等一批绿色食品产业

大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或建成投产，总投资额超过 10

亿元。

凤凰来栖，始于梧桐繁茂。早在 2018年，滁州就印

发了《滁州市农产品加工业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把园

区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该市对成功创建为国家、省级

和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别给予 300 万元、100 万

元、50 万元的一次性奖补；对成功创建为国家、省级

的农科科技园，分别给予 200 万元、100 万元的一次性

奖补。

为了让龙头企业招得来、留得住，滁州坚持领导主

动上门，落实顶格倾听、顶格协调、顶格推进机制，通过

召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早餐会、外出推介绿色食品

产业、召开绿色食品专题调度会等方式，听取企业发展

诉求，协调解决资金保障、市场开拓等困难问题。

随着知名品牌、著名品牌企业的发展壮大集聚，滁

州围绕绿色食品产业“以链招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落户进驻，并深度谋划产业未来发展。

该市还整理一组清单，依托现有绿色食品产业基

础，结合各地“一县一业”全产业链建设，深入整理对外

合作项目清单，认真落实全省“一改两为”大会精神，梳

理企业用地、人才、资金等需求清单，实施包保帮办。

据统计，目前滁州市绿色食品产业链共引进项目

129 个，总投资规模 821.17 亿元，项目投资额居安徽省

第 2位。

与襄阳类似，株洲的绿色农产品加工，同样缺

少龙头企业的带动。

早在 2016年，株洲的农业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

唐人神集团收购龙华牧场 90%的股权，由此实现了从

饲料到养殖、肉品加工、连锁销售的生猪全产业链

“闭环全控”，如今多年蝉联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

强强联合，让龙头企业长成参天大树，能挺起

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的坚实脊梁。具体到株洲而

言，需要在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上多花心思，新型工

业化的理念谋划农业产业发展，在充分尊重市场规

律的前提下，组建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团，

做大做强头部企业。

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拥有更多的强者。比如，

株洲红茶，如今正以一匹黑马的姿态向全省千亿茶

产业进发，接下来如何畅通赛道、补足能量，值得深

入思考。

汇聚“最强大脑”，这篇文章很多地方都在做，但像驻马店这般用

心的城市并不多见。

这份用心，体现的是对人才的尊重。科技含量，是决定农产品增

值程度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有赖于先进技术的引进，加以消化吸收再

创新，另一方面需要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推进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

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无论从哪方面讲智力支撑都是关键。

这就需要我们组织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与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

关，支持企业牵头成立科技创新联盟，推动“产学研推用”一体

化发展。学习驻马店的经验，株洲是否可以畅通院士专

家深入田间车间的通道，加大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力度，由此引发“蝴蝶效应”呢？

打造农产品加工产业的矩阵，需要把园区建设作

为载体。在这点上，滁州走在前头，也尝到甜头。

筑巢才能引凤。当前，株洲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

面临良好的机遇，近两百个“两品一标”认证农产品、逾

4000 家农业产业化企业，在湘东大地茁壮成长。

对株洲而言，打造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需要推

动农产品加工向产地下沉，向优势区域聚集，向中心乡

镇和物流节点聚集，向园区集中，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

强县、强镇和加工园区，以加工带动生产、物流、研发、

示范、服务等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