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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新六地，辽大在行动 2024 年 5 月 30 日

葫芦岛市农业产业调研及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谭 畅

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优化升级，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带动农民增

收的必由之路。我国农业精深加工产业近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农产品精

深加工是在粗加工、初加工基础上，将其营养成分、功能成分、活性物质和副产

物等进行再次加工，实现精加工、深加工等多次增值的加工过程，是延长农业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构建利益链的关键环节，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

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以及冷链设施的逐步完善，使得农业精深加工产业覆盖面

逐步扩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

系基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葫芦岛市的农业精深加工产业也在不断发展，持续

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不断引领产业向中高端跃升。



- 2 -

但仍面临产业和项目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市场主体“小、弱、散”，活跃度不

高，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主体偏少，科创成果本地产业化率偏低、

营商环境建设仍有一定差距，生态环境保护依然任重道远，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基层治理等也存在薄弱环节。而想要实现当地农业产业的飞跃式提升，想要走出

一条适合葫芦岛市自身的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

农业精深加工产业道路，就必须深入分析葫芦岛市农业精深加工消费现状与问题，

以此为突破，最终找到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对策路径。

一、葫芦岛市农业精深加工产业发展现状

葫芦岛市地处东北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处，以其明

显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被誉为“关外第一市、北京后花园”。不仅历史文

化悠久、风光秀美，还汇集了城、泉、山、海、岛于一体，拥有大量的不可移动

文物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风景名胜区和 4A级景区。此外，葫芦岛自然

资源丰富、物产多样，属暖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海岸线长达 261 公里，富产多

种农作物资源。

产品多以农业原料为主。全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228 万亩以上，正常年均

粮食产量稳定在 70万吨以上，2020 年末全市设施农业发展到 21万亩，水果面积

122 万亩，畜禽规模养殖场 526 家，水产养殖面积 91.8 万亩，粮食、蔬菜、水果、

肉蛋奶、水产品产量分别达到 67.8 万吨、218 万吨、112 万吨、42 万吨和 47.5

万吨，葫芦岛市水果和水产品产量居全省前列，生猪产能克服疫情影响，全面恢

复至 2017 年末存栏量 90％水平以上，正业花生连续多年出口量全国领先、东北

第一，工厂化多宝鱼特色养殖年产量 4万吨，占全国 70％、世界 55％，南票区

和兴城市菊花、绥中县蓝莓、建昌县香菇等特色产品成功打入日韩、京沪、江浙

等国内外高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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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作物产品现状。现今耕地面积 29万公顷。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

变化，作物产品有了极大丰富。建国初期，葫芦岛地区粮食产量 11.9 万吨，占

种植业产品产量的 84%，作物结构较为单一，如今蔬菜取代粮食成为葫芦岛市产

量最高的作物种类，2021 年，全市蔬菜产量达到 248.8 万吨，粮食 74.6 万吨，

花生产量 31.1 万吨，水果产量 110.9 万吨。

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现代化建设现状。目前有兴城、建昌、绥中 3个农产品

精深加工集聚区，获批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4个，除大连市单列外数量居

全省第 1 位，纳入辽宁小粒花生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单位。依托中

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建有多个果业科研示范基地，葫芦岛市成为东北华北地区较

大的设施蔬菜种苗生产基地，成功引入并推进实施大伟嘉、大北农生猪育繁推一

体化项目。全市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236.8 万亩，建设

高标准农田 25.9 万亩，发展绿色食品面积 80万亩。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达到 67家，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2 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8 个、

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乡镇 2 个。

二、葫芦岛市农业精深加工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葫芦岛市作为辽宁省的重要城市之一，近年来在农业精深加工产业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发展。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1.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技术水平较低，增值空间有限。葫芦岛的主要支

撑产业还是以能源、精细化工等为主，农产品加工产业起步较晚，农产品加工整

体仍然以“原”字号、“初”字号加工为主，主要表现在初级产品多，精深加工

产品少，中低档产品多，高档产品少。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是关键。目前

葫芦岛市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技术和装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各种高新加工技术

的应用还不普遍。以多宝鱼水产品加工产业为例，葫芦岛市多宝鱼年产量 4万吨，

占全国 70％、世界 55％，但产品以原产品速冻形式为主，产品加工形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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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多元化，质量效益不明显。葫芦岛市的农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缺乏先进的

农产品加工技术和设备，导致农产品加工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稳定。资金投入

不足，农业精加工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包括设备购置、技术研发、品牌建设等

方面。同时，政府需加大对农业精加工的支持力度、相关政策、资金和人才的支

持，以上的问题限制了当地农业精深加工的发展。

2.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短，综合利用率低。目前制约葫芦岛市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的瓶颈在于产业链各环节衔接紧密度不高，上下游延伸拓展程度不足，导致

的后果是农产品资源综合利用率低，增值空间有限，对农户种植、养殖带动作用

不明显。以畜禽加工产业为例，目前葫芦岛市的基本模式是“散户养殖－合作社

收购－工厂屠宰加工－市场销售”，畜产养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一体化

程度不高，养殖品种和品质与市场化需求加工专用品种不同步，这样的运行模式

导致产供销相互脱节，不利于完整产业链条。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上游大多不涉及

育种繁育与饲料营养领域，下游缺少副产物的精深加工利用。

3.产品品牌知名度不高，企业缺乏市场影响力。葫芦岛市优质农产品众多，

但仍面临品牌规模偏小、营销促销专业化水平不高、市场影响力不足等现实困境。

农产品加工企业不能忽视品牌建设，要在提升品质的基础上，给农产品梳妆打扮、

讲故事，才能通过扩大品牌影响力提升市场占有率。尽管目前葫芦岛市已经培育

了兴城菊花女、绥中春贺食品、辽宁馨予、建昌格兰登堡等行业影响力强、品牌

价值高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但大部分企业仍然处于待挖掘、待开发的状态。

三、葫芦岛市农业精深加工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鼓励龙头企业牵头作用。鼓励支持工商资本和

各类经营主体，围绕葫芦岛市花生、杂粮、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品等优势产

业，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化

发展。优化产业布局，逐步建成 6 个聚集度较高、成长性好、关联度大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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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产业群体，即以绥中县、兴城市、建昌县为主的水果加工产业群，以兴城市、

绥中县为主的花生加工产业群，以绥中县、兴城市、南票区为主的蔬菜加工产业

群，以绥中县、兴城市为主的海产品加工产业群，以绥中县、兴城市、建昌县为

主的畜禽加工产业群，以建昌县、南票区、连山区为主的杂粮加工产业群。大力

培育龙头企业，重点扶持带动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的农产品加工企

业做大做强，积极申报市级、省级和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鼓励发展龙头企业牵

头、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跟进、广大小农户参与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积极创

建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2.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鼓

励支持工商资本和各类经营主体，围绕我市花生、杂粮、蔬菜、水果、畜禽、水

产品等优势产业，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推动农产品加

工企业规模化发展。优化产业布局，逐步建成 6 个聚集度较高、成长性好、关联

度大的农产品加工产业群体，即以绥中县、兴城市、建昌县为主的水果加工产业

群，以兴城市、绥中县为主的花生加工产业群，以绥中县、兴城市、南票区为主

的蔬菜加工产业群，以绥中县、兴城市为主的海产品加工产业群，以绥中县、兴

城市、建昌县为主的畜禽加工产业群，以建昌县、南票区、连山区为主的杂粮加

工产业群。大力培育龙头企业，重点扶持带动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

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做大做强，积极申报市级、省级和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鼓励

发展龙头企业牵头、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跟进、广大小农户参与的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积极创建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3.提升技术装备水平，提高农机装备现代化水平。完善农业装备产业创新体

系，鼓励和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农业装备制

造供给能力，鼓励发展高性能大马力智能拖拉机、高速智能精量播种机械、大型

高效联合收割机械、高效低损谷物收获机械、秸秆收集及处置装备、捡拾打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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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粪污无害化处理设备等整机装备。优化农机装备产业结构布局，支持企业向

“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加强农业装备质量可靠性建设，执行精准农业、智能农

机、绿色农机标准，加强农机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业装备行业诚信自律和质量

提升行动。

4.提升品牌影响力，加强品牌建设，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坚持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打造和挖掘我市优势特色农业品牌。实施“三品一标”提

升行动，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支持品牌培育、宣传和推介，强化农产品商标

和地理标志专用权保护，树立葫芦岛品牌农产品市场信誉，到 2025 年，全市绿

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登记数量力争年均增长 8％以上。推进品质提升，

集成推广绿色生产技术模式，严格农业投入品使用，执行农产品品质评价方法标

准，推动农产品分等分级和包装标识。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抓好地方标准制修

订工作，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示范作用，带动农业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在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等重点区域全域推行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探索建设农业全

产业链标准化集成应用示范基地。强化农产品质量监管，建立健全政府部门检测、

第三方检测、企业自检相结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和市县乡村四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加强重要农产品生产和市场监测，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管理信息平台。到 2025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稳定在 98％以

上。

5.加强人才培养。强化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返乡入乡创业创新者等分类培育计划。支持涉农院校等教育培训机构和各类社会

组织，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和产教融合基地。做

好农村各类高素质人才示范培训与轮训。健全和完善县乡科学技术推广普及网络，

加快发展面向乡村的网络教育和新媒体渠道，传播现代农业经营管理知识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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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技能。培育高素质农民队伍，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力

度，建立高素质农民培训信息库，以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等为

重点分类开展认定管理，加强项目推介、技术指导等跟踪服务，组织开展农民技

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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