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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辽宁大学城市研究院
调研报告

助力新六地，辽大在行动 2024 年 9 月 20 日

乡村振兴背景下葫芦岛农业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

谭畅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东北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葫芦岛市充分发挥自身的地

理区位优势、地方特色优势和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扶持优势，不断拓宽农村产

业发展道路，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然而，在此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真实

问题”。本次调研首先从当地优势特色农产品：果蔬产品和海产品领域出发，通

过深入了解兴城市羊安乡振兴小站以及葫芦岛市几家代表性企业的运营模式、发

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葫芦岛市农业产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发展现状

葫芦岛市依山傍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为农产品，尤其是果

蔬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适宜北方各种落叶果蔬的生长发育，如绥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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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梨、苹果、猕猴桃、核桃等。而作为一座三面环海的小城，海产品也是极具

渤海特色：多宝鱼、对虾、海蟹、笔杆蛏、虾爬子等是常见的葫芦岛海鲜。但在

相关产业的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堵点、痛点和难点。例如，无

论是果蔬还是海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均较少、缺乏相关优势企业和品牌、产业链不

完善、数字化商业发展不专业等，这些问题制约着葫芦岛市农产品的进一步发展。

二、调研对象及目的

2024 年 6 月-8 月，辽宁大学（葫芦岛）城市研究院院长谭畅多次到葫芦岛

市当地，与兴城市委副书记滕达、团葫芦岛市委副书记赫亮、团兴城市委书记李

心缘、羊安乡党委书记李东生等同志;以及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昊

晔、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团委书记陈妍等共同开展调研工作。调研选取了兴城市

羊安乡振兴小站、兴城草莓种植园、嘉盈伟业商贸有限公司、绥中王宝镇蓝莓产

业园、绥中大台山果树农场等地作为调研对象，调研旨在以振兴小站为基点，考

察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果蔬及海产品企业，以小见大，通过这几家企业发掘葫芦岛

市整体的农产品发展现状及问题，同时也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当地振兴小站的建设

规划提供思路。

三、调研结果

1. 兴城市羊安乡振兴小站

兴城市羊安满族乡阎屯村“羊安狼洞振兴小站” （后简称振兴小站）项目

成立于 2023 年 12 月，是辽宁省第一批获批的振兴小站项目，建站目的在于整合

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等有利资源，补齐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短板，逐步发展为

以白鹭观赏为特色、集生态观光、采摘垂钓、特色餐饮、民宿发展等多位一体的

乡村生态旅游村。与此同时，通过打造振兴小站，从而优化本村产业结构，带动

当地种植、养殖等相应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

值，壮大集体经济，逐步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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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振兴小站实地考察情况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由于振兴小站初建不久，缺乏对当地农产品相关的专业

知识和技术较为了解的专家人才，对相应规划不够完备，面对这些问题，乡领导

干部也在积极统筹规划：结合乡村振兴项目和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共争取项目资金；通过改变原有荒林破旧面貌，对原土地进行清理修缮从而

改善基础设施环境；为积极引进年轻力量找寻出路，与辽宁大学签订羊安乡乡村

振兴工作站，提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基地，助力振兴小站规划建设迈向新台阶。

图 2 辽宁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羊安站）签约揭牌现场

2. 兴城草莓种植采摘园、绥中王宝镇蓝莓产业园、绥中大台山果树农场

葫芦岛盛产多种水果，其中绥中县是全国水果十强县，果蔬面积 60余万亩、

1600 多万棵，年产 40多万吨。已被国家农业部规划为环渤海湾优势苹果主产区，

市政府把“苹果产业化基地建设”作为兴果富民工程，这对促进全市果蔬生产向



— 4—

标准化、有机化、商品化、产业化方向发展,拉动相关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优势果种苹果之外，当地也积极引进兄弟城市的具有高附加值和商业价

值的水果，如草莓、蓝莓等，通过建造现代化的种植园、采摘园以及大棚等形式，

大力推行浆果类水果在葫芦岛种植，发展特色采摘经济。

图 3 草莓种植园、蓝莓产业园实景

3. 佳盈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葫芦岛市以兴城为主产区养殖多宝鱼，多宝鱼原产于欧洲大西洋海域，20

世纪末引入中国，学名“大菱鲆”，俗称比目鱼，以其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著

称于世。2001 年，多宝鱼引入葫芦岛兴城，成为地理标志产品。佳盈伟业商贸有

限公司是当地一家大型的多宝鱼养殖基地，主要出产鲜食或速冻的养殖多宝鱼，

每一只多宝鱼都具备自己的“身份证”，通过扫描鱼身的金属标签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追本溯源，查询到这只鱼在养殖过程中的所有信息。通过这一溯源体系可

以有效提高海产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品质安全，使全环节精准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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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多宝鱼养殖区实景

四、存在问题

虽然葫芦岛市通过多方面大力推行农产品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已取得实质

性进展，但是通过调研发现，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以下关键问题：

1.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仍有不足。主栽品种较单一，基本为鲜食品种;早熟、

中熟品种相对较少致使成熟期过于集中，果品采后市场销售压力大;新引进的种

植果种是否适合当地大规模推广还有待商榷。如特色果种绥中白梨由于其利润低

且采后不易贮存，许多果农放弃种植导致产量减少；草莓、蓝莓等浆果类水果由

于不适宜在当地的土地种植，所以需要从丹东引进土壤进行盆栽种植，这可能会

造成本地特色水果的流失，且与浆果优势产地相比不具备竞争力，种植成本很高，

不能大范围推广。

2.仍存在低水平、低附加值的问题。许多企业以简单的初加工为主，缺乏对

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导致产品的附加值不高。如多宝鱼产业目前还是以鲜

鱼和速冻鱼两种类型为主，水果也主要以鲜果出售，相应的加工企业非常少，这

导致了农产品的贮藏时间短、利润水平低，影响了产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

3.企业普遍缺乏品牌意识和营销手段，缺乏对市场的了解和把握，对消费者

需求的了解和研究不足。这导致了产品缺乏特色和差异化，难以在市场上形成竞

争力，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市场拓展。

4.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市场竞争力不强,加工能力低。葫芦岛市农业企业基

本以分散的个体家庭生产经营为主,规模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且生产的产品品

质高低不一，很难实现产、运、贮、加、销一体化,削弱了终端产品的竞争力。

5.技术推广体系薄弱。由于人才流失造成先进实用技术不能及时的引入，即

使引入也由于缺乏相应的培训而很难推广,生产经营管理尚未走上标准化、规范

化的轨道。导致农业产业相关生产技术相对滞后,产业更新速度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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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决对策及发展建议

1. 完善农产品的优势区域发展布局，调整产业结构。适当控制主要果蔬次

适宜区种植规模，大力发展区域优势特色果蔬，提高特色优质水果发展比重。选

育推广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果蔬优良品种，提高果品市场竞争力，调整早、中、晚

熟期品种及加工鲜食比例，适度发展果蔬设施化栽培，从根本上解决熟期过于集

中和某些鲜食水果种植产能相对过剩的局面，实现农业产业的转型。

2. 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规模。精深加工是农业发展成熟的标志,而葫芦岛市

精深加工企业数量少。可以通过招商引资,为当地农业产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大力扶持精深加工企业,支持现有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农业

精深加工研发技术及农产品附加值和利用率。

3. 促进“互联网+”对农业产业的支持。信息化是产业化的重要条件,是完

善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杠杆，农村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

落实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要充分发展“互联网+农业”,拓展行业发展

的新模式,提升产品知名度及市场竞争力，不断完善农村物流配送与公共服务系

统，强化葫芦岛市农产品电商的品牌效应。

4. 实现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化发展，加强品牌建设。对规模较大、市场潜

力大的骨干企业重点扶持，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通过整合、兼并、

重组、集体经营等方式形成产业化规模，逐步形成高水平高质量的企业生产标准，

推广并完善“企业+基地+农户”等组织模式，通过资本运营和资产重组，实现农产

品加工业的产业化发展。

5. 重视农业产业人才培养，大力推动人才回流，特别是青年人才返乡。调

动相关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性，在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之下，应该培养或引

进有关数字经济的人才，此外还应建设高层次以及创新团队，培养多层次的创新

人才，优化当前行业内人才结构。企业、高校以及政府三方主体的合作，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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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校培养其所需要的人才提供资金支持，并将自己对人才的要求传达给高校，

使得高校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要。希望在前景广阔的农业市场吸

引及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鼓励下，能有更多高学历、高阅历的人才选择返乡，为

助推“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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