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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本报讯 12月11日，记者从大连市现代农
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获悉，已是美誉在外的大
连大樱桃目前有20多个常见品种，其中为人熟
知的畅销品种如“红灯”“佳红”“明珠”等均由大
连市农业专家培育而成。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现隶属于大连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
心）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甜樱桃育种课题组。
以王逢寿为代表的一批科研工作者，收集了全
国各地 140 多个优良品种，在大连建成了新中
国第一个樱桃品种圃，为我国开展樱桃育种工
作奠定了基础。

农业新品种选育周期比较长。以“红灯”为
例，专家们从1960年开始，经过杂交授粉、获得
杂交种子、播种、获得实生苗等过程，直到1973
年才通过鉴定命名为“红灯”。1991年，“红灯”
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5年后的10年，是大连培育樱桃新品种
的高产时期。先后育出“巨红”“佳红”“红艳”等
新品种十余个，形成了早、中、晚熟系列品种，丰
富了我国樱桃的种质资源。

接棒王逢寿的是大连市农科院果树所所
长、研究员级高级农艺师潘凤荣，她又相继育成

“明珠”“早红珠”“早露”“晚红珠”“绣珠”“蜜
泉”“状元红”等优良品种。

大连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有关负
责人说，几代科技工作者始终坚持不懈地探索，
保证了大樱桃新品种连续不断，为大连市樱桃
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范诗言 本报记者 杨少明

20多个品种大樱桃
走俏市场

本报讯 “那位外国检疫官特别认真，他从
不同批次的苹果中挑了24箱，在狭小的检疫室
里，用放大镜对着苹果挨个查看，直到所有的苹
果都没发现病虫害，才签上自己的名字……”尽
管已经时隔 5 年，回忆起大连苹果首次获准出
口澳大利亚前的检测，大连天立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的一名负责人依然显得很兴奋。

欧美标准的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非常严
苛。检疫人员要从果园一路考察到加工车间，
苹果在树上怎么长的，最后用什么箱子包装，每
个环节都有标准卡着。2007年，大连苹果通过
360项药残检验进入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高端
市场。到2016年时，大连苹果拿到了世界高端
果品市场的所有通行证。

大连素有“苹果之乡”的美称，上世纪50年
代，产量就已占全国的60%，并成为北京国庆招
待会上的专用苹果。改革开放以来，大连苹果生
产通过政府引导、扶持和科技支撑，如今，这里已
成为我国重要的苹果出口基地。

截至目前，大连苹果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
区，在海内外市场享有较好声誉。

吕志明 本报记者 杨少明

优质苹果
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报讯 大连市一直是全国最大的裙带菜
生产基地，近年来，多家生产企业通过精深加工
研发新产品，积极抱团开拓欧美和国内市场，改
变了过去裙带菜一直依赖日本市场的局面，目
前年销售收入已达15亿元。

据大连裙带菜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裙带菜属冷水大型褐藻类，对海水透明度、营养、
盐度要求比较高。大连只有在旅顺口区、甘井子
区、金普新区一带的黄海水域和长海县海域能够
养殖，国内仅山东威海水域有少量分布。该品种
的产量大连就占全国的92%以上，因此，裙带菜也
可称为大连独有产品或独有优势的产品 。

据了解，自上世纪 80 年代加快发展以来，
大连裙带菜已形成相当的产业规模，养殖面积
达10万亩、产量达12万吨，其中叶占55%，茎占
45%。主要产品形态为盐渍裙带菜（初加工）、
干燥裙带菜（深加工）、梗（初加工）及梗丝（深加
工）。产业劳动力达2万人。其中出口（折盐渍
品）5万吨左右，年创汇1.2亿美元。

隋 秦 本报记者 杨少明

裙带菜
年销售收入15亿元

近年来，大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精
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立足特色资

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优化生
产力布局，以农业的特色化、优质化、绿色化为立足
点，打造出了一批响当当的高品质、有口碑的农业金
字招牌。

59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占全省总数39%；40个
辽宁名牌，占全省名牌总数24%。全省11个知名品牌
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大连占据5席。全省3个中国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通过农业农村部审核，“大连海参”
“大连大樱桃”在列。

注重产得优，也讲求树品牌。大连市农业综合效
益和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农业增加
值350亿元，同比增长2.6%；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5818元，同比增长8.5%。

擦亮特色农业金字招牌
——大连市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杨少明

本报讯 大连海域一年一度的海参秋捕期
即将进入尾声，数万吨海参或将进入百姓餐桌，
或成为深加工企业的优质原料。

作为大连市农业的特色优势品种，大连海产
品闻名天下，大连海参是海产品中的主角。据大连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大连海参产业在养
殖规模、产量、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均居全国前列，即
使去年夏天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的侵袭，目前，大连
海参全产业链年产值达200多亿元。

优良的品质让大连海参供不应求。2008
年以前，大连海参的专卖加盟店以零星碎片状
态从大连本地及周边城市，逐步扩展到吉林、黑
龙江、北京等地。此后，大连的海参企业开始通
过建立专卖店的方式，逐步在东北、华北、华东、
华南形成全国性的专卖渠道网络。大连各大海
参品牌还纷纷树起全国招商的大旗，构建专卖
加盟体系，市场覆盖面不断扩大。随着市民的
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加之运输和保鲜技术的不
断进步，如今，海参产品已经逐步从以往的高端
消费品步入普通大众消费品行列，成为普通市
民餐桌上的家常菜。

陈益民 本报记者 杨少明

海参养殖规模及产量
居全国前列

瓦房店市驼山乡苹果喜获丰收。（资料片）

潜水员在长海县海域捕捞海参。 达 龙 摄

游客在庄河市大郑镇的现代化蓝莓种植基地采摘蓝莓。（资料片）

大连特产扫描 SAOMIAO

11月中旬，庄河市徐岭镇复兴村白福林
的草莓大棚里呈现忙碌的景象。每天天一
亮，村民就开始进入大棚采摘。“外地客商的
冷链车就停在村里，采摘好后，还得打包，不
能耽误人家发货。”每天数千元的收入让白
福林很开心。

让白福林等4万多大连草莓种植户更开
心的是，草莓采摘季将一直延续到明年6月。
一个大棚年平均带给他们六七万元的收入。

与此同时，大连市的 2.1 公顷樱桃园正
在孕育生机。明年 2月末，暖棚大樱桃将率
先上市；6月，露地大樱桃又将火遍全国。接
下来，7月的大连蓝莓，10月的大连油桃，11
月的大连苹果，将会陆续登场成为全国水果
市场的一个个主角。

极具地域特色的大连水果界“五朵金

花”，如今基本已实现四季均衡上市，你方唱
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月。在丰富市场供应
的同时，也因其较高的经济价值，助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

大连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居于环渤
海水产、水果优生区核心位置和最佳区域。
大连市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围绕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两条主线，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同时，积极
优化调整农业结构，强化优势特色农业产
业，按照“调粮稳菜、强果扶花、优牧富渔”的
发展思路，为特色农业发展释放出有效空
间，走出了一条适合大连区域特点、经济和
社会效益明显的发展之路。

以调减籽粒玉米为例。大连耕地面积

现有36万多公顷，在2017年时，籽粒玉米种
植面积占一半以上。近两年来，大连认真落
实我省农业调减计划，为果、菜、花卉等特色
农业释放出一定的发展空间。其中，全市大
樱桃种植面积逐年增加，目前已达 2.1 万公
顷。按照相关规划，明年将再增 1000公顷。
这一布局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近3年，大
连樱桃分别以产值70亿元、80亿元、85亿元
递增之势在大连特色农业产业中风头尽显。

海洋渔业是大连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大
连把“建设现代海洋牧场”作为重要发展战
略。截至目前，累计建设海洋牧场约36万公
顷，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已达14处，“蓝色
粮仓”初具规模。水产品总产量216万吨，成
为全国重要的水产品加工基地和贸易基地。

发展特色农业，使大连农业产业发展取

得长足进步。为了让特色更“特”，让特色产
生更大效能，大连先后出台《关于发展都市
型现代农业的意见》和《大连都市型现代农
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以特色优质农产
品开发为主攻方向，推动水产、水果、蔬菜、
畜牧、花卉五大优势产业向“特色+高端”发
展，形成农业提质增效发展的重要动能。

在政策层面，不仅出台30多项扶持政策，
加快推进农业结构优化调整步伐，激发广大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积极性，还积极运用宏
观调控手段，加强引导，推动资金、项目、技术、
人才等资源向特色农业集聚，形成了强大的政
策合力，大连的特色农业已经形成了蓬勃振兴
之势。全市特色优势农产品集聚化率达92%
以上，水产、水果、蔬菜、畜牧、花卉五大优势产
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90%。

巧打特色 优势特色农业成为提质增效主引擎

12 月 2 日，诚信绿色农业特色专栏在大
连市农业农村局官网正式上线，首批84家新
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向全社会郑重作出绿色
生产承诺书，这标志着大连市创新推出的农
业绿色发展承诺制度开始实施。

大连市对生产经营承诺主体加强监管，
认真落实承诺，并优先给予国家和省、市的强
农惠农政策扶持。违反承诺制的，将被纳入
农业农村管理黑名单，并依法予以处罚。

据介绍，大连市已将落实承诺制度纳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工作议程，强化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责任意识，依法诚信进行
生产经营，同时，提升市场准入、准出风险防
控能力，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逐步形成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管以
及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格局。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如何让百姓吃得好、吃得放心，
一直是大连市委、市政府工作的重点。近年来，
大连市严格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创新推出
农业绿色发展承诺制度，加大源头治理，强化监
督执法，实施标本兼治，牢牢把住农产品质量安
全底线，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不断提升生产过程管控能力和水平，大
力推广农业健康种养新模式。全面推广防虫
网、杀虫灯、赤眼蜂防虫、水肥一体化精准施

肥、秸秆反应堆技术、黄板技、测土配方施肥、
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等一系列重大绿色防控
技术，在生产过程中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农
药、化肥使用量逐年下降，呈现负增长趋势。

加大农药包装和农膜等废弃物回收与处
置力度。今年继续在庄河市、瓦房店市、普兰
店区、金普新区开展农药包装、农膜等废弃物
回收试点县（市）区的建设工作，建立覆盖涉农
乡（镇）的农药包装、农膜等废弃物回收网络体
系。2020年，大连将实现当季农膜回收率80%
以上，力争实现废弃农膜全面回收利用。

全面提升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
水平和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各县域内规
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设施装备水平得到全面提升，畜禽
粪 肥 田 间 贮 存 和 利 用 设 施 得 到 全 面 完
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稳步推
进，全市畜禽粪污有效资源化处理利用率
达 74%以上。

市、县（市）、乡（镇）、村四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基本健全。乡级农畜水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达到 210 个，村级协管
员达 2436人。大连市政府连续 10年把农产
品质量安全工作纳入市政府绩效考核，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基本建立“县有人查、乡有人
管、村有人看”的网格化监管体系。

倡导绿色 落实“四个最严”确保舌尖上安全

在今年召开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来
自瓦房店市复州古城的油桃因其个大形
美、香味浓郁、果肉脆爽，获得海内外参会
嘉宾一致好评。这是大连农产品与达沃斯
结缘的一个缩影。

由于农产品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
变，农业全面进入追求质量发展的时代。
大连市始终以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个性
化消费需求为目标，全面实施质量兴农战
略，进而提高农业发展效益，加速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农业提质，农业科技创新是根本保障。大
连市积极引导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极
大地推动了特色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借力
优质优价的市场规律引领，引导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将品种优良、技术优化、产品优质的“三
优”理念贯穿于农业发展始终。

近3年来，全市先后培育引进、筛选推
广了东单 1331玉米、花育 51花生、紫利茄
子、中农26黄瓜、小青番茄、状元红大樱桃、
中油二十号桃等优、新农业品种百余个。
每年邀请农业专家论证遴选，确定农业主
推技术，今年达36项，在提升农业科技对产
业发展的支撑中发挥了引领性作用。

制定覆盖农产品生产各环节的技术标

准，建立健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体系。大
连市建成市级以上水产品健康养殖场109
个、标准化果菜精品园214个、标准化畜牧
养殖场 1403个、特色花卉生产园 80个，建
成海参、扇贝、鲍鱼和大樱桃、蓝莓、蛋鸡等
六大重点生产基地。

大力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拉长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增收链。创建192
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形成了水产加工、畜
牧加工、水果加工、蔬菜加工等农产品深加
工企业集群，订单农户达62万户。

农业人才是推进质量兴农的重要基
础。大连市建起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
农民培训体系，每年培训农民 50 万人次，
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6000 多人。实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支持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提升质量控制能力。截至
9月末，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4000家、
家庭农场300多家，带动25万农户致富。

质量兴农战略的实施，让大连农产品
的美名获得市场认可。大连海参、大连鲍
鱼、大连苹果等农产品依赖质量不断叩开
国际市场的大门，远销欧美、澳洲、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去年出口总额达276亿元，
占全省农产品出口总额的75%。

提升质量 优质农产品叩开国际市场大门

打造一个品牌，就带活一方经济，富裕
一方百姓。农业品牌建设是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市场竞
争力的重要抓手。

在前不久发布的中国农业品牌目录上，
我省 11 个知名品牌入选，其中，大连占据 5
席，分别为大连大樱桃、大连海参、大连苹
果、辽参和庄河蓝莓。而在今年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评选中，我省通过农业农村部审
核的 3 个优势区中，“大连海参”“大连大樱
桃”占有2个席位。

近年来，大连市大力实施品牌战略，以
培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着力点，构建大

连区域农产品品牌体系。重点培育产业发
展势头强、市场销售渠道好、品牌资源基础
牢、研发创新优势大的产业，不断推动农业
产业升级。已初步建立起以地理标志产品
为代表的区域公用品牌、以省市名牌农产品
为代表的企业品牌、以特色产业乡村为代表
的特色品牌协同发展的农产品品牌建设格
局。重点打造的大连大樱桃、大连海参、大
连苹果、大连裙带菜、大连红鳍东方鲀、大连
鲍鱼、大连紫海胆、大连栉孔扇贝等品牌产
业已经成为全市农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截至目前，大连市地理标志农产品已发
展到 59 个，占全省总数的 39%，其中以“大

连”冠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 15个，拥有辽宁
名牌40个，占全省名牌总数的24%。

品牌是内功，市场还得靠营造。大连市
委、市政府主动靠前抢市场，利用一切机会为
农民当推销员，不断创新营销渠道。除了踊
跃参与全国性的农业专业展会，大连还通过
举办系列推介活动，助力优质特色农产品“北
上南下”，跳出东北，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今年以来，组织参加13次展会，开展7场
推介活动，策划了3个宣传活动。在北京新发
地举办大连大樱桃产销对接会，拓展以北京为
中心的京津冀经济圈市场；举办大连海鲜中国
行·郑州站活动，建立大连海鲜品牌挺进中原、

走向全国的平台和窗口；参加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辽宁省日”活动，提升大连农产品品牌的
国际影响力；参加第十四届上海渔博会，借助
上海渔博会客商云集之势，3天签单3.11亿元；
组织辽宁特色农产品华东推介会，为辽宁14
个市农产品开拓了华东市场。

品牌就是影响力，品牌创造价值。大连大
樱桃今年实现产值85亿元，通过节庆和农旅
等活动接续创造综合产值超100亿元；大连海
参已形成盐渍、干品、即食、保健品四大类十几
个品种，全产业链产值达200多亿元。大连市
农民依靠农产品品牌效应同比增收约1.5亿
元，每户每年平均增收近2000元。

精推品牌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