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氏熏鸡、高唐驴肉等爆款产品年产值

突破180亿元

◎“聊·胜一筹！”品牌覆盖50余种特色

农产品，品牌价值评估达120亿元，带动产

品溢价率提升20%

◎冠县灵芝、东阿阿胶入选“好品山东”，

产品远销日韩、欧美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

依托凤祥股份、乖宝宠物等上市企业，建成

全国最大白羽肉鸡全产业链和宠物食品生产基地

▶现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317
家，其中省级以上72家

65万户

带动农户

▶东昌葫芦、冠县灵芝、临清桑黄等“土特产”

年产值超50亿元

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临清德能金玉米、嘉华生
物为龙头的玉米、大豆精深加工集群，年加工能力

超 2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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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 本报记者 王军豪

农业全产业链不仅是乡村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
体系的重要基石。

从东昌葫芦的巧夺天工，到茌平兔养
殖的科技赋能；从东阿阿胶的传承创新，到
高唐锦鲤的品牌闪耀，再到莘县香瓜的甜
蜜事业……聊城市立足农业大市资源禀
赋，锚定“农业强市”目标，以“链长制”为抓
手，打造“一县一链”特色产业格局，构建起
以农产品加工为核心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目前，我市已形成以临清德能金玉米、
嘉华生物为龙头的玉米、大豆精深加工集
群，年加工能力超 200 万吨；依托凤祥股
份、乖宝宠物等上市企业，建成全国最大白
羽肉鸡全产业链和宠物食品生产基地；东
昌葫芦、冠县灵芝、临清桑黄等“土特产”年
产值超50亿元，魏氏熏鸡、高唐驴肉等爆
款产品年产值突破180亿元。全市现有市
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 317 家，其中
省级以上72家，带动65万户农户增收。

“产业融合+品牌提升”

——拓展“链”上价值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河南濮阳的刘
强携家人到东阿阿胶城游玩了两天。“在东
阿阿胶城，不仅可以了解东阿千年黑毛驴
养殖历史和驴皮炼胶、驴肉烹饪等技艺，还
能让心灵得到治愈和放松，这里是名副其
实的旅游胜地。”刘强感慨道。

东阿阿胶产业是我市产业融合与品牌
提升双轮驱动的典范。

通过“3+2+X”模式，上游发展毛驴养
殖、毛驴交易、毛驴屠宰三大产业，建立稳
定的原料供应基地；中游聚焦阿胶主业，培
育多产品多品牌，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影
响力；下游发展大健康服务业，向体验式养
生旅游业拓展，东阿阿胶产业实现了“一产
控资源、二产抓发展、三产重体验”的完美结
合，达到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供应链贯
通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效果。

同在东阿，九顶艾深加工及健康诊疗项
目现场，8类100多种艾草产品让游客目不暇
接；艾草制品加工中心，一台台全自动卷条
机高速运转。该项目立足九顶艾珍贵品种，
研发生产全系列艾产品，以及全自动艾灸
床、眼部艾灸仪等高附加值产品100余种，并
通过电商平台将艾产品销往全国160多个城
市。此外，作为东阿县践行“健康中国”战略
的生动实践，该项目还与双胶膏方基地联合
运营，打造中医药康养产业新高地。

锦鲤被誉为“水中活宝石”“观赏鱼之
王”，因艳丽多姿的色彩和千变万化的花纹
深受人们喜爱。

“请大家尽情欣赏我们的锦鲤，选择自
己喜爱的宝贝。”在高唐县三十里铺镇锦鲤
产业园电商直播中心，不少村民正通过电
商平台直播。

经过多年发展，素有“中国锦鲤之都”美
誉的高唐，锦鲤产业规模和水平已位居全国
前列。而今，一尾尾灵动的锦鲤又“游”出了
一条农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道路。

高唐县将锦鲤产业与休闲渔业、旅游服
务业融合发展，建设了“锦鲤小镇”，打造集
锦鲤文化、研学游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产业
园。同时，高唐还积极打造锦鲤品牌，连续
获得5届“中国国际现代渔业暨渔业科技博
览会金奖”、2次“全国渔业优势区域奖”。通

过产业融合和品牌提升，高唐锦鲤高质量发
展成绩斐然，养殖面积8000余亩，年苗种繁
育能力达3亿尾，总产值达10亿元。

双轮驱动，持续提升了聊城农业产业
品牌附加值。“聊·胜一筹！”品牌覆盖50余
种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评估达120亿元，
带动产品溢价率提升20%。冠县灵芝、东
阿阿胶入选“好品山东”，产品远销日韩、欧
美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

“科技创新+绿色生态”

——澎湃“链”上活力

科技创新是聊城农业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动力，而绿色发展则是产业发展
的必然要求。

在山东省汇富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的养
殖车间内，两个半月大的猫猫兔憨态可
掬。“这种兔子能长到3斤多重，非常适合
当宠物养。”该公司负责人介绍。

汇富农牧位于茌平区肖家庄镇，拥有
能繁母兔近30万只，年出产商品兔约1200
万只，现为国内养殖体量最大的兔产业全
产业链公司。

为强化科技创新，提升共富能力，汇富
农牧注重肉兔养殖全产业链创新，从良种
繁育、养殖模式到无公害饲喂，走出了一条
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肉兔养殖产业发
展之路。该公司创新“摸黑养兔”专利技
术，通过控制兔舍光照干预肉兔生长，让兔
子实现同期发情、同期受精、同期产仔、同
期断奶、同期出栏，被业内称为“颠覆教科
书式的养殖模式”。

肉兔良种繁育一直是制约中国肉兔业
发展的瓶颈因素。汇富农牧与中国农业大
学、山东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山东省
农科院联合建立了兔产业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并聘请相关专家教授组成研究团队，依
靠成熟的技术力量，精心培育了嘉实改良
系。目前，该品系已成为适合规模化经营
的主要种兔。

同时，该公司立足农业废弃物和加工
副产物的资源化利用，发展生态农业、绿色

农业、循环农业，构建生态保护与效益并举
的可持续发展产业新体系。

我市突出关键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
依托现代设施农业产业研究院，联合中国
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攻克
灵芝孢子油超临界萃取、桑黄多糖提纯等
核心技术 12 项，申请专利 214 项，科技成
果转化率达 68%。冠县灵芝孢子油提取
纯度达 98%，产品附加值提升 10 倍；临清
桑黄菌种“故道桑黄金 1 号”通过国家审
定，推动产业链向药食同源、保健品等高
附加值领域延伸。

科技创新、绿色发展，聊城农业产业链
发展动力澎湃。

“政策引领+机制创新”

——夯实“链”上根基

顶层设计是农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保障。我市以工业思维抓农业，提升配
套能力，推动链条增量提速，着力推进农业
产业链“链长制”顶层设计，通过政策引领与
机制创新，进一步夯实农业产业链根基。

每到春夏之交，莘县向外运输香瓜的车
辆便络绎不绝，香瓜已成为造福当地数万农
户的甜蜜产业。今年，莘县香瓜再度丰收。

“我身后全是现摘的香瓜，甜度可达十
五六度，软软糯糯、沙沙甜甜，吃上一口，唇
齿留香。”在莘县燕店镇雅里村庆云农资销
售部，女主播正向手机屏幕前的观众展示
手里的玉菇香瓜。

目前，莘县香瓜有三大系列 160 多
个品种，种植面积达16万亩、产量90万
吨、年销售收入64亿元。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好政策引领。
莘县高度重视品牌化运作，注

册“莘县香瓜”地理标志商标，申请
“莘县香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投资 500 多万元建设农产品质量

安全可追溯监管平台；先后建成莘县香瓜
地标展示馆、香瓜电商产业园，培育“甜瓜
哥”“香瓜姐”“小红帽电商产业园”等一批
电商企业，搭上盒马鲜生、东方甄选等平台
快车……一项项务实举措，让莘县香瓜香
飘海内外。

为给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我
市出台《关于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整合16项政策措施，对企
业给予用地倾斜、技改补贴等支持。开展

“问需于企”座谈会，协调解决企业诉求。
选派3名优秀骨干赴企业开展“助企远航”
行动。组织东阿阿胶、凤祥食品、新立信等
企业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佛山）预制菜大
会、东莞“双博会”等展销推介会，展出千余
种聊城特色农产品。

此外，我市加强对产业链的统筹协调
和资源整合，推动龙头企业向“链主”跃升，
并积极打造数字化产业生态，推进齐鲁农
超平台建设，激活线上新动能。

如今，聊城农业产业集群效应全面显
现，产业影响力逐步扩大，创新驱动成效显
著，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

聚势而强“链”动沃野
——向“新”而行 以“质”致远系列报道·“链”上农业篇

■ 朱海波

产业链是经济的“筋骨血
脉”，以“链式思维”抓产业发展，
可以增强抗风险能力、提高发展
效益、促进良性竞争、形成规模
效应，“链式思维”是推动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
手段。

我市是农业大市，通过大力
发展“链”上农业，推动现代农业
产业“链”上开花，延伸了产业链
条，提升了农业效益，增加了农
民收入，起到了一子落而全盘
活、点石成金之效。

农业是保生命安全、发展安
全的重要产业，是生存和发展的
命脉所系，但它对GDP增长、对
农民增收的贡献不及二三产业，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市推动
农业产业链向二、三产业延伸，
实现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
链融合”发展，有力地提升了经
济效益，扩大了综合效益，在“固
底板”的同时“补短板”“锻长
板”，实现了由农业大市向农业
强市的华丽转身。

“链式思维”注重从大处着
眼、小处入手，以点带面、结线成
网，以局部促整体，达到从量变
到质变之效，它既是一种思维方
式，也是一种推动发展的方法。
今年以来，我市以“链长制”为抓
手，围绕 12 条重点产业链持续
发力，全面提升产业组织力，优
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引力度，强
化要素保障，推动产业发展从有形集聚向有效集聚
跃升、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以“链式思维”延
链补链强链，推动重点产业优化创新生态、集聚发
展势能，是常做常新的实践课题，产业链和创新链、
服务链要齐头并进，成为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
支撑。

不光是抓产业发展要具备“链式思维”，在实现
高质量发展中都要广泛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发展方
式，以此推动现代化强市建设再上新台阶。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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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军豪

5 月 23 日，第二十一届中国（深圳）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东昌府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小丽现场展示
葫芦雕刻技艺，技惊四座，引得游客叫好声
连连。

此次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东昌府区
全面呈现了葫芦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除
近距离观赏葫芦雕刻技艺外，观众还可通过
VR 技术体验葫芦种植基地的物联网管理。
现场还演示了用户在线定制个性化葫芦产品
的过程，凸显“大规模生产与个性化定制并
存”的工业互联网优势。

依托丰富资源，东昌府区着力拓展葫芦
产业链，推动传统葫芦产业转型升级。构建
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建设“范制”葫芦示
范基地，实行“种、加、销”一体化运营，把分散

加工的家庭式作坊发展为规模化产业园区。
同时，葫芦种植户主动走出去，在新疆、陕西、
山西等地建立种植基地，助推葫芦产业发展
为聊城及周边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加速实施
推进“山东手造”工程，引进青岛海尔卡奥斯
集团，打造全国首家葫芦文化产业互联网平
台，提供葫芦行业全流程、全要素的“政产学
研金服用”资源和产品便捷查询、供需精准对
接服务，以数字赋能东昌葫芦标准化、高端
化、品牌化转型。通过全面整合技术、人才、
资金、信息等要素，打造集葫芦生产加工、技
术培训、文化创意、市场营销等于一体的葫芦
产业示范区。

如今，东昌府区葫芦产业综合效益达到
16亿元，葫芦销售额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5%，
产品远销日韩、欧美、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
和地区，“买天下葫芦、卖天下葫芦”的集散效
应日益凸显。

小葫芦成就大产业

典型案例

通过上游建立稳定的原料供应基地、中游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下游向体验式养生旅游业拓展，东阿阿胶产业实现了“一产
控资源、二产抓发展、三产重体验”的完美结合。图为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厂区。

在东昌府区堂邑镇路庄村，来自广东的“南派葫艺”创立者、葫芦雕刻家郑志开
在查看作品。

▶在位于茌平区肖家庄镇的中国
兔文化博览馆，工作人员在检查母
兔受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