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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增效、
农村发展、农民
增收，关键在于
提高农产品的附

加值。
受气候条件、种植结

构、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
我省农产品深加工业仍然
整体处于较低水平，项目小
而散，产业带动能力不强，
“原”“初”问题较为突出。

破解农产品精深加工
不足的难题，突破行业发展
的短板和瓶颈，大力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实现“农头工
尾”是优化产业结构、推动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当务之急与必然选择。

今起，本报聚焦我省农
产品深加工业的现状和困
境，深入探索其发展路径和
机遇所在。

提要

引子
1 月 24 日，在辽宁省优质特

色农产品（沈阳）推介会上，丛祝
强带来的自家产的南果梨果脯一
亮相，便吸引了不少参会人员的
注意，这让丛祝强有些意外。

很多人在试吃后争相购买，
表示：“味道不错，带回去给家人
尝一尝。”

从 2009年起，丛祝强开始研
制南果梨果脯，历经 9 年终获成
功，他也因此成为海城市南果梨
深加工的先行者。

为了扩大南果梨果脯加工规
模，他跑市场拓销路，寻找合作
商，上各种展览会……目标只有
一个，即改变树下卖梨的传统模
式，让农民在交易中拥有自主定
价权。

而就在前不久，阜新市彰武
县章古台镇宏丰村，村民种植的
６.7 公顷山药，因为没有客商前
来大宗收购，导致 5 万公斤山药
滞销。

村民感叹：“种山药我们在
行，可我们不懂市场，也没有加工
技术，如果有加工厂愿意收购村
里的山药，咱也不至于发愁啊！”

农产品深加工，一手托农户，
一手托市场。

支持农民合作社、种养大
户、家庭农场发展加工流通，鼓
励企业打造全产业链，让农民
分享加工流通增值收益，是发
展农产品加工业的题中要义，
也是农业健康并可持续发展的
现实需求。

很多受访者认为，当前，辽
宁农业要实现“农头工尾”，还需
在补齐产业集中度、产品精深
度、市场知名度三块短板上加快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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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农产品“原”字号之困（上）

“我省设施蔬菜的产量已接近全
国产量的 20%，但辽菜的品牌影响力
与产量完全不匹配，现在不应考虑扩
大生产面积的问题，而应考虑提高单
产效益的问题。”在今年省两会期间，
省政协委员、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齐明
芳的发言令人关注。

齐明芳表示，锦州北镇的农产品
市场几乎与山东寿光市场同时起步，
但现今已远远落后，后者已成为全国
性的果蔬批零集散地。目前，连盖州、
海城的鲜姜都要运到山东向全国售
卖。“我们的蔬菜田间地头卖、马路牙
子上卖不行了，要学会给农产品梳妆
打扮、讲故事，才能卖出好价钱。”齐明
芳说。

我们的品牌在哪里？我们的市场
在哪里？齐明芳的追问，引发了农业
组政协委员的热烈讨论：农产品市场
是个天生高度同质化市场，越是生鲜
食品同质化越是严重。

怎么办？
大家的共识是：一方面要对产品

进行深加工，改变产品原始形态，提升
产品的附加价值；另一方面则在于学
会品牌包装、注重文化和体验，使原来
的“大路货”产品凸显特色。

王丹强调，“现代农产品加工业不
是农业生产的简单延伸，更不是农副
产品剩余后的一般性加工处理，随着
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农产品加工业将
根据市场需求，向农业生产提出专用
性、高品质的原料要求，引导农业结构
走向合理，更加适合社会需求。”

事实上，没有农产品加工业成熟的
农业，是低效的弱质农业；没有农产品
加工业发达的工业，也不会是完整的工
业。“农头工尾”中，“农头”的高附加值，
需要“工尾”来带动实现，而“工尾”成效
如何则取决于对接市场的成效。

当下，我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小而
散”现象仍较突出，高科技精深加工程
度不高，龙头企业偏少，对农民种植、
养殖带动不明显，农产品增值不大。
这样的运行模式，导致产、供、销相互
脱节，不利于形成良性运转的完整产
业链条。

为了补齐短板，我省利用农产品
生产资源优势，积极吸引成熟的农产
品加工企业进驻，加快产业聚集发
展。于是，阜新的花生引来了鲁花，西
丰的高粱基地引来了贵州茅台，辽西
北的生猪养殖引来了正帮集团、广州
温氏……

王丹建议，农产品加工业不能忽
视品牌建设，要在品质的基础上，通过
品牌影响力来扩大市场占有率。农产
品创建品牌的难度与加工深度成反
比，随着加工程度越来越深，创建品牌
的难度会逐渐降低。比如冷鲜肉创建
品牌的难度很大，但把鲜肉深加工做
成火腿肠，创建品牌就相对容易得
多。目前，在国内能叫响的辽宁本土
农产品加工企业可谓凤毛麟角。

横起来是差距，竖起来就是空
间。我省确定了以问题为导向，着力
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以招商引
资和项目建设为抓手的发展思路，培
育壮大龙头企业，助推产业集聚区建
设，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以期在农产品
加工发展大潮中赢得更多机会。

本文照片由本报记者李越摄

我省农产品加工业起步较晚、规模较小，亟待拉长链条、提档升级——

实现“农头工尾”还需“三度”突破
本报记者 胡海林 李 越

产业发展集中度不高 引项目、舞龙头让价值链“环环相扣”

虽已隆冬，但辽阳灯塔市西大
窑村的卢丽丽却没闲着，她正领着
工人将从合作社内收购来的高粱送
进酿造车间，在这里酿造加工成白
酒或食醋。

“我们的酿造项目是去年才上
的，主打纯粮酿造，从传统的生产种
植向加工生产转型，无论是生产技
术还是市场销售，都有一个逐步适
应的过程，但这条路必须走。”卢丽
丽说。

身为辽阳灯塔忠库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副理事长，卢丽丽在多年农
业种植摸索后，深刻意识到转型的
必要。她给记者举例，“投1000斤高
粱的料能出300多斤白酒，每斤纯粮
白酒售价 30 元以上，而高粱每斤才
1.2元，这样一来收益比单纯种植高
出很多。”

收益如此可观，对于是否需要
扩大生产规模这个问题，卢丽丽的
回答是：“不敢投、投不起。”她明白
农产品深加工并非易事，技术、人

才、品牌、销售等短板尚在，要把农
产品深加工后卖到百姓的餐桌上，
并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收益，路只能
一步一步走。

像卢丽丽这样“小而散”的工
坊，是我省农产品加工业的一个显
著特征。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
显示，截至去年11月末，我省投资超
千万元农产品加工项目实际完成投
资额不到 90 亿元，年度投资额达
5000万元的项目只有 46个，其中超
亿元的项目 16 个；全省农产品加工
集聚区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亿元的
仅11个。

事实上，我省农业生产品类众
多、物产丰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
原料基础条件优厚，但产业集中度
不高的问题仍较突出，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应当重点解决加工能力与
生产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在提升产
业集中度上下功夫。

以高粱深加工为例，省农科院
高粱研究所所长邹剑秋介绍说，高

粱种植实际收益每亩会比玉米高
200元至 300元，最大收益是生态节
水。目前，我省高粱种植面积约130
万亩，本土的酿酒、酿醋等酿造企业
消化不了生产能力，不少高粱原料
流向四川、安徽等地。

“一方面，我们本土酿造产业聚
集度、市场影响力不够，尚未对原料
基地建设起到更好的拉动作用；另
一方面，龙头企业不够强，小而散的
加工企业虽然消化了部分原料，但
反过来又不利于品牌、市场影响力
的形成和扩张。”邹剑秋说。

在盘锦高升经济区的核心区，
一座座食品加工厂依次排列在主干
道的两侧。园区里，产业涵盖农产
品精深加工、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
业原材料提取，以及农产品批发及
冷链物流。重庆涪陵集团投资13亿
元落户经济区，成立年产5万吨泡菜
食品的辽宁开味食品有限公司，成
为盘锦建市以来最大的农产品加工
项目，也大大提升了经济区的影响

力和竞争力。
辽宁开味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曾军说：“选择盘锦，一是因为当
地营商环境好，协调相关事务效率
高；二是因为当地白萝卜种植面积
大，为工厂的鲜萝卜需求提供了保
障。通过销售地产建厂模式，较过
去大大节省了原料运输成本。”

盘锦高升经济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虽然农产品加工业税收贡献并不
高，但园区定位于现代农业综合示范
区，为此排除了不适合经济区定位的
一些非关联项目，坚定走农产品加工
聚集化的路子。当前和未来一段时
期，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达到提升
聚集区体量和质量的目的。

以农产品加工聚集区为点，以
农产品加工产业带为面，我省各地
正把大力推进农业领域项目建设作
为“一号工程”来抓，以期通过提升
产业的集中度，来推动“农头”和“工
尾”的有机衔接，进而加快我省农产
品加工业的提档升级。

产品加工精深度不高 强技术、聚人才让好资源“七十二变”

鞍山一家大型食品加工企业落
地投产后，在原料采购时遇到了意
料之外的困惑：除了大众化的肉禽
原料外，一些精加工的原料买不到。

这家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
公司研发出一款速冻鱼丸，需要鱼糜
和精米粉，按照公司600公里以内的
采购原则，这两种原料都未能找到适
合的供应商，只能分别从湖北和江苏
购买，每年多花的物流成本达数百万
元。“东北淡水鱼资源丰富，更是国内
大米的主要粮仓地，却没有我们想要
的原料，的确在意料之外。”

农产品加工精深度不够，这在
我省并非个案。作为广泛应用于
肉、乳、面制品等生产的食品添加
剂——大豆分离蛋白，其加工生产
精深度不够的现象同样突出。

一家食品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士
丁先生表示，目前国内大豆分离蛋

白加工产业主要聚集于山东、河南
等地，但其所需的脱溶大豆粕原料，
则来自东北三省。因为大豆分离蛋
白对原料运输的卫生条件较高，物
流成本偏高，如果东北三省依托大
豆原料产地优势发展大豆分离蛋白
产业，不仅能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税
收和就业岗位，还可以大大节省物
流成本，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技术是关
键。农产品的加工深度决定了农产
品原料的利用程度和增值程度，越
是精深加工，其增值程度越大。因
此，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不断推陈
出新，如高温杀菌技术、微生物发酵
技术、微波技术、无菌贮存等，都为
农产品加工业带来了红利。

辽宁星河集团是一家集肉鸡和
生猪饲养、屠宰、肉制品加工于一体
的企业，年加工肉鸡和屠宰生猪能

力分别达4000万只和100万头。集
团公司副总经理李树国说：“精深加
工是必然趋势，也是利润增长的现实
需求。以肉鸡为例，我们可以加工成
98 个品种，一只鸡分销后的效益远
大于白条鸡。未来，我们还要依靠自
身的原料优势，在精深加工上做文
章，大力发展调味品和即食食品。”

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的技术突
围，则取决于人才的力量。

辽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
长王丹说：“目前来看，我省农产品
深加工业整体技术水平较为薄弱，
大部分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机构，
不少企业很难吸引并留住高素质专
业技术人才，再加上精深加工和综
合利用技术装备落后，导致不少农
产品加工产业转型升级滞后，带动
能力不强。”

坐落于盘锦高升经济区内，注

册仅 6年的辽宁沃德药业有限公司
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水飞蓟素生产
企业，生产能力和销量分别占全球
的50%和40%。“目前，公司也面临着
人才新老交替的问题，由于国内无
高校涉足水飞蓟素植物提取专业领
域，我们正在寻求与高校合作培养
人才，并在公司里开展师徒帮带逐
步完成人才储备。”公司副总经理牛
强说。

王丹表示，人才和技术向产业
聚集地流动，是自然规律。在搭建
产业聚集平台的同时，要把人才的
要素放在突出位置。要完善人才培
养、引进、使用政策；畅通产学研融
合渠道，开展科技人才技术入股、股
权激励等制度创新；建设科技成果
转化交易中心。最终，要依靠人才
提升加工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质量
水平。

产品市场知名度不高
会打扮、重营销
让“辽”字号品牌更亮

现代化技术和装备为农产品加工迈向精深提供支撑。 辽宁沃德药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