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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县是传统
的农业大县，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县，全国
商品粮、马铃薯、西

瓜、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
地。粮食产量已连续两年超
过10亿公斤。

目前，建平县是国家有机
产品认证示范区、绿色发展示
范县，辽宁省有机杂粮生产基
地，有机食品认证面积达2.8
万公顷，其中2000公顷有机
杂粮通过了欧盟BCS和美国
NOP认证，富硒谷子、富硒小
麦、酵素谷子等一批特色农作
物得到广泛推广。

本报讯 11月 5日，朝阳建平经
济开发区新型建材保温材料产业园
里推土机、装载机、钩机等重型机械
往来穿梭加紧施工，进行场平和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项目进场做最后
的准备。

据了解，朝阳建平经济开发区位
于建平县城区东部，总规划面积 29.6
平方公里。2018年上半年，按照园区
改革精神，县农产品加工园区、富山
新市镇与经济开发区实现了实质性
融合，园区面积达到了 46.3 平方公
里。近年来，经济开发区以“高端化、
特色化、品牌化”为发展方向，围绕建
设家居制造、新型建材为主的“2+1”
产业集群，发挥资源优势，延伸产业
链条，狠抓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开
发区已入驻企业180家。

年初以来，朝阳建平经济开发区
围绕朝阳市委明确的“2+1”园区产业
发展定位，紧盯京津冀全面摸底研
判，实施精准招商，全力以赴把开发
区建设成为建平县振兴发展的主要
支撑和重要引擎。家居制造园一期
企业已有30家投产；加快推进二期入

驻企业建设速度，正在建设的29家企
业中，华凯输送设备项目已经投产，
博隆盛、顺运通等企业正在安装设
备。此外，今年新规划了占地 3.3 平
方公里的“飞地经济”产业园，目前正
在推进一期占地1.1平方公里的规划

建设，7 个项目已进场施工。盘活近
67公顷土地，着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
园，目前投资5亿元、占地13.3公顷的
河北金盾门业有限公司已签约入
驻。同时，加快标准化厂房建设，新
开工标准化厂房建设60万平方米，已

建成34万平方米，推进了19.3公里的
道路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

朝阳建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
责人告诉记者，下一步，开发区继续
突出抓好招商引资工作。围绕以家
居制造、新型建材为主的“2+1”主导
产业，紧盯科技含量高、税收贡献大、
拉动就业强的好项目，全年必保完成
30个项目落地，亿元以上项目要达到
10 个，力争引进 10 亿元大项目 1 个。
突出抓好项目建设工作。以“项目管
家”为抓手，确保家居制造园一期入驻
46家企业达产达效，二期入驻32家企
业如期建成，加快飞地经济产业园已
入驻10家企业建设进度，力争年底前
完成钢构厂房建设。突出抓好要素保
障工作。完成新建标准化厂房 60 万
平方米，确保标准化厂房入驻率达到
100%；积极推进“飞地经济”产业园建
设，确保路网等基础配套工程如期完
成；筹集资金1亿元，在“飞地经济”产
业园东侧新征项目用地 1平方公里，
年底前确保完成场平和基础设施建
设，为明年项目落地做充足准备。

樊瑞远 本报记者 张 辉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11
月初，在建平县东滨河路道路施工
现场，记者看到，机械轰鸣，工人们
正在进行紧张作业。东滨河路是建
平致力于打造“一环四横八纵”路网
体系的骨干路之一，项目南起北滨
河路，北至小叶线，全长 6 公里，道
路红线宽 24 米，其中，双向四车道
14 米。道路两侧各建 2 米绿化带，
东侧道路沿河建设绿化景观，并规
划4.5米宽观光人行道，打造一条贯
穿城区南北的生态景观廊道。

建平县按照“基础设施先行，引
领城市产业发展”的理念，扎实推进
城区路网建设，随着“一环四横八
纵”城市路网体系的不断完善，城市
功能品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推进
路网建设的同时，着力注重路网的
功能完善，利用社会管理的方式，围
绕绿化有层次、亮化有特点、文化有
内涵、美化有意境，大量实施以“红
山福地、文化建平，生态宜居、幸福
建平”为主题的绿化、亮化、净化、美
化工程。

生态景观廊道加紧建设杂粮之乡的“高精特优”路
——建平县开展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张 辉

建平农业，渊源古今。在牛河
梁 红 山 文 化 遗 址 中 发 现 的 距 今
5500年的谷种，印证了建平县农业
种植文明。清乾隆年间，建平特产

“金镶玉”“八里香”小米就作为“贡
米”供皇家御用，享誉宫廷。1953
年，中国首届群英大会调运 300 吨
建平小米进京犒劳英模，广受赞
誉。近年来，“建平小米”“建平荞
麦”“建平红小豆”等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的推广，更是让建平杂粮
声名远播。

位于北纬 42°的建平县，是农
作物种植黄金带，日照充足、四季分
明、昼夜温差大、自然环境良好、空
气清新，自古就有山富、草丰、水美
之盛誉。适宜的生态气候条件、肥
沃土壤的滋养和天然水源的浇灌，
保持了农作物“绿色、生态、有机、健
康”的天然特性，造就了高品质的农
副产品。

建平地理位置优越。东连辽宁
“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西入京津
冀经济圈，南临渤海之滨，北依内蒙
古自治区腹地。海陆空四通八达，
与朝阳机场、锦州港相邻。长深、丹
锡高速公路和 101 国道穿境而过。
京沈高铁将建平县纳入首都一小时
经济圈。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建
平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区域经济互
补提供了良好的合作空间。

农业平台集聚高效，产能强
大。建平全力推进平台建设，强力
保障企业发展有用武之地。先后引
进一大批生物科技、食品加工、家纺
用品、饲料等产业关联强、带动能力
大、科技含量高、循环无污染的企
业、项目落户建平县农产品加工园
区，构建了优势共享、组团发展、运
营高效的功能板块。此外，建设朱
碌科镇杂粮现代农业产业园、黑水
镇农牧业现代农业产业园、三家乡
商贸物流现代农业产业园、热水农
场休闲农业现代农业产业园，大力
发展商贸物流，杂粮种植加工，蔬菜
种植销售，中草药种植销售，生猪、
肉牛、肉驴养殖加工，生态观光旅游
等产业，打造一区四园“卫星园区”
发展格局。目前已建成规模化、集
约化的现代农业基地20个，涵盖种
植业、食用菌、设施农业、养殖业，增
强了园区企业绿色优质特色农产品
的供给能力。

沃野建平
“粟”有盛誉

深秋时节，在建平县小塘镇的
合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谷子地块
里 ，两 台 大 型 收 割 机 正 在 不 停 地
往 返 作 业 ，不多时，几亩地就收割
完成了。

记者了解到，在建平县如同合
顺一样全程机械化生产的合作社已
经不在少数。从旋耕、种植、田间
管理、秋收，农业机械化作业不仅
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更是提高

了效率，节省了农业收割的环节，
变相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建平县以规模化、产业化、集约
化、科技化为发展理念，坚定不移
地走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培育了规
模大、质量好、品牌亮的农特产品，
打造了一体化农业产业链条，农业
品牌已成为建平的亮丽名片。

农业资源广袤丰富，品类繁多。
建平县是中国杂粮主产区，素有“中

国杂粮之乡”的美誉，杂粮种植面积
始终名列辽宁省第一名，常年保持在
6.67 万公顷以上，盛产优质杂粮近百
个品种。多年与高校、科研院所“产
学研”合作，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果
明显，高产高效新技术新品种有效推
广，农机装备广泛应用，农业生产基
础牢固。建平县有机食品认证面积
达 2.8 万公顷，全县年产小米、荞麦、
豆类等杂粮30万吨。

规模种植 绿色生态

建平县是传统畜牧大县，是全国
生猪、肉驴、肉羊、肉牛养殖大县，国家
生猪调出大县，全国畜牧业生产和畜
产品加工基地。以温氏集团、牧原集
团、正邦集团、鑫枫牧业为代表的龙头
企业有效带动了生猪、肉羊等产业发
展。目前，全县羊、猪、牛、驴、禽饲养
量分别达到 65.58 万只、79.87 万头、
10.78万头、12.22万头和 833.24万只，
已建成规模化养殖场 681 个，肉产量
达3.74万吨。

建平县农特产品不断出新，裸地
蔬菜、设施果蔬和林特产品不断增多，
现已发展设施农业 2000 公顷、林果
6133 公顷、裸地蔬菜 2000 公顷，形成
了马铃薯、向日葵、西红柿、豆角、黄
瓜、西甜瓜、草莓、食用菌、沙棘果、南
果梨、葡萄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农业产业链长面广，品特质优。
建平县依托订单农业，采取“企业+合
作社+农户”等利益联结模式，龙头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养殖大户、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不断壮大，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
不断增强，初步形成以杂粮、畜产品、
木材加工及中药材、甜菜、食用菌等

为主的特色产业，精选特色有机原粮
企业、生产米面的粮食初加工企业竞
相落户，生产小米油、代餐粉、蘑菇
酱、即时食品、酒类、果汁的精深加工
企业正在兴起，羊绒制品、甜糯玉米、
黏豆包、酱腌菜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加
工企业方兴未艾。

建平县注重品牌培育保护和质量
控制体系建设，对特色农产品生产过

程、流通过程进行全程追溯。“高、精、
特、优”农产品已供销北上广，走向国
际市场。建平致力于建设农产品智能
销售网，发展了线上线下多种新业态，
开展农批对接、农超对接、农社对接、
农校对接，有机结合农业产前、产中、
产后环节，让农产品销售渠道更顺畅，
初步形成“品种研发、精细种植、精深
加工、产品销售”的全产业链。

特色产品 种类繁多

如今，各业相融的建平县阔步在
农业产业大发展的兴起之路，孕育出
无限商机。特色农业空间广阔，精深
加工项目优选，旅游开发前景光明，发
展平台规模宏大。我们已栽好“梧桐
树”，只待“金凤凰”。

建平县围绕建设现代农业科技产
业链招商，依托优势农业产业特色，全
方位引进杂粮、果蔬、食用菌和畜禽等
产品精深加工企业，提升产业链附加

值。围绕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
体系、经营体系招商，全业态引进一批
现代流通企业、生物质能源、信息服务
等新兴前沿企业。围绕拓展农业功能、
支持发展乡村旅游招商，全要素引进建
设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农业科技示范
园等，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目前，建平县正致力于产城融合
发展，建设“一环四横八纵”交通路网
体系和“一河三带九园”生态景观体

系，完善“东中西公路大环线”，打造
“由辽入蒙的绿色生态旅游大通道”，
为项目落地提供坚实要素保障和优雅
舒心的投资环境。在产业发展和营商
环境建设上，出台十大便民利企举措，
全面实施项目“管家”负责制，唱响“店
小二”精神，全方位提供“一对一”“保
姆式”服务，全身心打造“亲商、清商、
安商”的环境，让企业舒心来投资、安
心干事业、放心去发展。

集约经营 产业兴乡

合顺土地股份合作社用大型收割机收割小麦。 成晓强 摄

粮库正在收粮。 修文聪 摄

建平经济开发区瞄准高科技含量引项目

建平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建设现场。 修文聪 摄

建平时讯SHIXUN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激光
切割、碳氮共渗、淬火处理、数控加
工……车间内，钢板经过数十道
工序转化，一节耐磨、高强度、抗
疲劳的链板就生产出来了，再经
过与特殊处理的头轮、尾轮组装，
形 成 了 高 强 度 的 链 条 产品。此
外，在二期厂区建设现场，装载机、
物料车安装，厂房建设等 20 余个
工种全面开工，场面异常火爆，项
目 负 责 人 用 对 讲 机 不 时 地 指 导
着。这就是记者 11 月 5 日在建平
县榆树林子镇洽谈引进的“飞地经
济”项目——建平华凯输送设备有
限公司链式输送设备生产项目现
场看到的场景。

近年来，建平县把发展“飞地经
济”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工作推
进组织、制定实施方案、落实工作责

任，形成了县委、县政府牵头抓总、
乡镇场（街）引项目、“飞地园区”落
项目、要素部门抓保障的工作推进
新格局。同时把各园区全部纳入引
进“飞地经济”项目范围，成为承接

“飞地项目”的载体和平台。
充分调动各乡镇发展“飞地经

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平县结
合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出台

“谁引进、谁受益”的分配政策，注
重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
认真做好登记注册、核准备案、协
调服务、征地拆迁等工作，稳步推
进“飞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
步加强全县服务体系建设，确保“飞
地经济”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
产。如今，发展“飞地经济”已逐步
成为建平县繁荣壮大乡镇经济、加
快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路径之一。

“飞地经济”项目火热施工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老企
业转型升级暨对外合资合作是盘活
老企业闲置资源、增强企业发展活
力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经济振兴
发展的关键举措。曾经的建平县重
点企业、“朝阳市功勋企业”“建平县
突出贡献企业”，连续多年的“建平
县纳税大户”——深井矿业在市场
的冲击下，一步步地走向了衰退。
停产三年后，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企业重组等方式，终于让这个企
业又看到了光明。

位于建平县深井镇深井村的建
平县深井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7年，是由吉林通钢集团经营的一
家国有全资企业。但受市场环境的
影响，企业效益一度下滑，2015年，深
井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停产。

为盘活老企业，建平县积极落
实市委老企业转型升级暨对外合资

合作战略，通过市场化运作，对企业
进行重组，深井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于今年4月份正式恢复生产。

技术改造是推进老企业转型升
级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深井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重组后，在技术改
造上下足了功夫，先后引进了球磨
机、直线振动筛、高频振动筛等先进
生产设备，新建了一条目前在国内
比较先进的破碎生产线。通过一系
列的技术改造，企业的生产能力不
断提升，预计到 2020 年，铁精粉年
产量可达 50 万吨，实现年利税近
6000 万元。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
中，始终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并重。积极投入资金，保证开采与
治理同步进行。目前，企业矿区内
土地恢复整理20余公顷，种植梨树
千余株。边治理、边发展的矿山绿
色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转型升级盘活老企业

本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 日
前，在省科协科技创新助力服务建
平县对接会上，建平县被评为 2019
年辽宁省创新驱动助力示范县。截
至目前，全省共有10个县（区）获此
殊荣，朝阳占了2个。

创新驱动助力示范县（区）创
建工作，是省委组织部和省科协共
同打造的人才工程，也是发挥科协
系统自然科学学会人才智力优势，
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发
展相结合的具体措施。目前，全省
有10个县（区）通过创建申请，省科
协在这10个地区建立了216个学会
服务站，提供科技服务 1270 多人
次，解决实际问题729个，引进科技
人才430多人。

建平县将抓住机遇，充分利用
和发挥省、市科协以及省、市级学会
的科技、人才资源优势，以搭建服务
平台、开展科技服务、推动成果转
化、引进高端人才为主攻方向，适时
召开创建省创新驱动助力示范县动
员会，安排部署工作任务，明确创
建工作目标，落实部门责任，建立
信息反馈机制；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担任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人，设立服务和后勤保障机构，在
人力、物力、资金等方面给予重点
倾斜；调动全县广大科技工作者积
极投入创新驱动主战场，并制定出
台科技创新政策措施，加快推动建
平县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增强全
县科技创新能力。

搭建服务平台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图说 TUSHUO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葡萄
大赛和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优质果
品大赛中，建平县设施葡萄荣获多
个大赛金奖，为建平县设施农业赢
得了荣誉。

建平县设施葡萄产业已有近
20年的发展历史。目前，设施葡萄
种植基地遍布全县 20 多个乡镇场
街，在全县已形成 11 个重点产区，
综合占地面积 400 公顷，年产优质
葡萄6500吨，年实现总产值8600万
元。由于建平县设施葡萄上市早、

品种全、品质优、数量多，在省内外
已经有较高的知名度。为了叫响建
平县葡萄品牌，该县设施农业协会
注册了“鑫盈澜”和“亘绿”两个集体
商标，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一支50多
人的葡萄销售经纪人队伍。把建平
县设施葡萄产品远销全国各省（区、
市），并成功打入了北京新发地精品
水果市场。图为游客在建平热水农
场设施葡萄棚里采摘葡萄。

本报记者 张 辉 文
曹 琦 摄

建平设施葡萄北京获奖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