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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作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蛋
鸡饲养企业之一，大连韩伟养鸡
有限公司生产的“咯咯哒”鸡蛋
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公司成
立于 2000 年 7 月，是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首批国家畜
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辽宁省首
批现代农业园区，是世界蛋品协
会国家级会员。

在蛋鸡孵化、蛋鸡饲养、疫
病防控、品质控制、蛋品加工等
生产技术方面，韩伟养鸡有限公
司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公司年
蛋鸡存栏量 300 万只，年产鲜蛋
5800万公斤。“咯咯哒”牌高品质
鸡蛋早在 2000 年就被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
畅销国内诸多大城市，并出口到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韩伟养鸡有限公司是大连
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代表。
目前，大连已培育包括“韩伟”在
内的 40 家畜牧产业龙头企业，
一批全国知名品牌，如“础明”

“金字塔”猪肉、“姐妹厨房”“欣
城”肉鸡、“咯咯哒”“洪家”鸡
蛋 、“三寰”“心乐”牛奶等，成为
同行业中的佼佼者。

近年来，大连市大力推进畜
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
畜禽养殖、动物防疫和加工流通
体系，高标准推进畜牧产业转型
升级，不断增强畜牧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多元化的畜禽产品消费需求。

优化调整结构布局。制定
现代畜牧业发展规划，引导畜牧
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大
连 市 现 有 种 畜 禽 生 产 基 地 42
个、规模养殖场近 3000 个、饲料
兽 药 企 业 132 个、屠 宰 企 业 57
个。根据《大连市畜禽养殖污染

防治规划（2019-2030 年）》《大
连市畜禽禁养区区划方案》，划
定畜禽禁养区面积 3183 平方公
里，占全市国土总面积 23.5%，筹
集资金 2.15 亿元，关迁养殖场户
367家。

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2016 年以来大连市落实各级财
政扶持资金 5.3 亿元，涵盖养殖
保险、动物疫病防控、养殖污染
防治、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等各
个方面。创新金融服务，在全省
首创青贮贷、生猪价格指数保
险、牧担保等金融支持产品，最
先开展养殖保险、“保险+期货”
等金融服务，有效促进了产业发
展，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

加强品种保护与创新。专
门成立畜禽物种资源保护专家
组，争取政策建立国家级保种场
3 个，重点支持大骨鸡、复州牛
品种保护工作。目前，庄河大骨
鸡保种场存栏稳定在 1.4 万只以
上，每年可向社会提供鸡雏 150
万 只 ；复 州 牛 存 栏 核 心 群 170
头。实施优良品种“聚宝工程”，
先后引进荷斯坦种牛（胚胎）、丹
系原种猪、海兰祖代蛋种鸡等一
批国内外优良畜禽品种，并开展
本土驯化和新品种培育，“金州
黑色水貂”“明华黑色水貂”2 个
优良新品种，通过国家畜禽新品
种审定，打破了我国水貂良种完
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当前，大连市按照“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
念，扎实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不断完善产业体系。畜
牧业已经成为大连市农业支柱
产业之一。全市肉蛋奶总产量
116.5 万吨，畜牧业产值 216.9 亿
元，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的 23％。

畜牧产业布局优 转型升级增后劲

本报讯 大连市农业农村局把农业项目
建设当作促进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成立项目谋
划专班，建立起“组”“链”统筹谋划、专项细化推
进、招商全程服务的立体式谋划推进体系。截
至目前，已完成谋划项目 200 个，匡算总投资
304.76亿元，年内计划投资46.52亿元。

创新谋划工作机制，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将
项目谋划与县区落实督导、日常工作有机结合，
做到凡进县区督导，必研究项目谋划，凡调研行
业发展，必走访头部企业，实现谋划布局、属地
要素、意向企业“一体化”推进；组建全市农业农
村项目谋划联系经理群，不断扩大项目“朋友
圈”；与大连市经合中心招商专干形成“互通共
享”工作机制，并以招商专干为纽带，将大连市
农业资源禀赋、产业需求与外部资金、专业技术
进行有效衔接，实现资源、需求、资金三方面信
息整合联动。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
连农业项目招引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目前，大连市一方面继续谋划项目储备，
一方面紧盯已谋划项目，确保重点项目尽早落
地。据介绍，海洋牧场项目、瓦房店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项目、部分畜牧养殖屠宰项目、农村基
础设施村内道路硬化项目等正快速推进，有效
投资远超预期。

今年预计完成46亿元
农业项目投资

本报讯 大连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关
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会议精神，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及农村饮
水安全工作，每月开展防返贫动态监测调度，脱
贫成果持续巩固。

开展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成果“回头看”和
农村低保领域专项治理提升行动。7月1日起，
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农村居民低保标准
为每人每月 580 元，其他地区农村居民低保标
准为每人每月 780 元，较去年同期分别提高 40
元和30元。建立低收入家庭保障制度，坚决守
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

义务教育方面，建立控辍保学防止反弹联
保联控机制，全面落实各项学生资助政策，惠及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1596 人，资
金总计655.6万元。

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扶贫工作动态监测机制，将现有符合条
件的困难居民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累计救助困难居民 51171 人次，救助金额
2568.14万元，实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综合保障全覆盖。

大连市还实施农村困难人口危房改造390
户，实施8项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改善
1.7万名农村居民的饮水条件。

开展动态监测调度防返贫

本报讯 为维护海上正常渔业作业秩序，
保障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海洋渔业可持
续发展，大连市今年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严厉打
击涉渔违法行为。截至目前，查处涉渔违法案
件807起，处罚金773万元。

大连市今年组建了由渔政、公安边防、海
警等部门联合的工作组，成立涉海渔船起底式
大排查专项行动工作专班，各地组织排查员
1644人开展排查工作。建立“日报告、周调度”
制度，通过专项督导检查、明察暗访，督促整改
具体问题325个。组织新北斗设备安装，18716
台船用北斗终端设备全部安装到位。

今年2月，大连市七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加
强海洋渔业船舶管控严厉打击涉渔违法行为的
通告》，将相关法律法规中涉及加强渔船管控、打
击涉渔违法行为相关内容集合在一起，结合大连
渔船管控实际，在违法情节认定和裁量方面明确
严厉态势，为执法行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特别是在今年的休渔期，出动执法人员3.6
万人次，执法车辆 8000 余辆次，执法船艇 3000
余艘次，海上巡查5.6万海里，检查渔港和自然
港湾 1.5 万座次，下达停航整改书 140 份，没收
违规网具11.3万顶（张、延长米），查处违规渔业
案件276起，有力打击了涉渔违法行为。

查处
涉渔违法案件807起

本报讯 12月13日,记者从大连市农业农
村局获悉，为巩固和拓展农村改厕成果，大连市
出台《大连市农村厕所管护长效机制指导意
见》，将符合无害化管护标准的农厕全部纳入后
续管护范围，确保实现“坏了有人修、满了及时
淘、粪污有去处”的长期运维管护目标。

大连市坚持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2019年和2020
年，累计实施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28.1万
座。农村如厕环境、卫生水平明显提升，96.3万
农民群众直接受益。

大连市牢固树立“三分建、七分管”理念，
今年累计排查问题厕所4594座，已基本完成整
改。按照指导意见，大连市将2009年至2020年
使用财政资金改造的 399568 座农村无害化卫
生户厕以及农户自建、有管护申请且符合无害
化卫生标准的户厕，一并纳入后续管护范围。
大连市级财政每年将统筹利用中央、省、市相关
资金 2000 万元，对农村户厕管护进行奖补，并
探索建立村民主体、政府引导、财政补贴、社会
投入相结合的改厕后续管护长效机制。

建立农村厕所
长效运维机制

大连地处北纬39°，是寒暑交界的黄金地
带，是世界公认最适宜农作物和海洋生物生长的
纬度。在大连，渔业、水果、畜牧是最具地域特色
的农业优势产业。海参、鲍鱼、扇贝等海产品，大

樱桃、苹果、草莓等水果产品，猪肉、鸡蛋、鸡肉等畜禽产品，
均为大连农业的金字招牌。好产品固然与自然条件相关联，
但主要还是大连市多年来追求农业高质高效发展的结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三农”工作决策部署，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品牌强农，加快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不断推动渔业、水
果、畜牧等优势产业走向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道路。

大连市进一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区域布局和产品结
构，统筹抓好果菜鱼、肉蛋奶等重要农副产品生产，不断提
高供给体系的适配性。海参年产量5万吨，占全国四成、
辽宁省九成以上；大樱桃栽植面积35万亩、产量26万吨，
均稳居全国首位；白条鸡占香港市场70%份额……今年
前三季度，全市实现一产增加值327.3亿元，同比增长
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853元，同比增长
10.4%。大连都市现代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持续上升。

三农在线 ZAIXIAN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杨少明采写

驶入高质高效发展“快车道”
——大连市做强农业优势产业推动乡村振兴纪实

大连特色是海，优势是海。
开阔的海域，四通八达的水道，在
此交汇的北温带不同洋流，为种类
繁多、数量丰富、品质上佳的海洋
动植物自然生长和繁衍生息提供
了理想场所。

初冬时分，在北黄海平岛海
域的辽参守护区里，大连鑫玉龙海
洋生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20 多位潜水员不停下潜，将栖息
在这片国家级海洋牧场上的肥硕
海参捡拾上船。

当满载海参的小船靠岸后，
数十位工作人员立即将海参运至
不远处的有机加工中心。经剖肠、
蒸煮等工艺处理，2 个小时后，一
箱箱鲜食即食海参就被陆续发往
全国各地。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

的海参产业链，每年的销售额1亿
多元，苗种产值 1 亿多元，加工产
值八九千万元。”公司负责人告诉
记者。作为当地一家农业龙头企
业，该公司还采用“企业+农户”的
形式，为参与协作的农户提供优质
海参苗种、技术扶持、回购等全套
服务，带动当地农民一同致富。

大连市作为我国优质海参的
主要产地，2000 年以来，提出了海
水养殖业以“发展海参养殖”为重
点，以“打造大连海参品牌”为行业
发展战略，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扶
持海参养殖业发展的惠农政策及
鼓励办法，海参产业进入快速发展
时期。

经过 20 年的发展，大连市海
参增养殖业规模已达 192万亩，产
量约 5 万吨，产值超过 80 亿元，占

全国 25％。全市有上千家企业从
事海参育苗，海参苗种年均产量达
2.5 万吨；海参精深加工企业达 50
余家，已形成盐渍海参、干海参、即
食海参和胶囊、口服液等保健品四
大类数十品种，全产业链创造产值
达200亿元以上。

海洋牧场建设是海洋渔业转
型升级和渔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举措。大连市高度重视海洋牧
场建设，将其纳入科技重大专项、
引进人才计划等支持重点。2016
年以来，落实支持涉及海洋牧场建
设科研项目 15 项，累计支持资金
超过 5000 万元；实施涉海科技人
才计划项目 27 项，累计支持资金
1510万元。目前，大连市海洋牧场
面积达 500万亩，创建国家级海洋
牧 场 示 范 区 22 处 ，位 居 全 国 首

位。通过海洋牧场基础设施建设，
示范区内海洋生物资源量增加
30%以上，主要经济品种产量提高
20%以上，海洋资源的恢复达到了
预期效果，大大增强了海洋牧场发
展后劲。

大连市还把增殖放流作为渔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十三
五”期间，投入资金2亿多元，累计
放流各类苗种 150亿尾以上，放流
规模居全国同类城市首位。增加
捕捞渔民收入约 20 亿元，直接投
入产出比达1∶10以上。

优质的海洋生物种质资源是
海洋牧场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渔
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十三五”期
间，大连市先后投入以奖代补资金
200 万元，用于水产原良种场创建
及水产新品种认定奖励，建成了国

家级水产原良种场4家，省级水产
原良种场 26 家，通过国家认定新
品种6个，奠定了大连市海洋牧场
种业基础。

大连市充分利用海洋资源，
乘势而为。加快养殖方式转变，实
施大规模增殖放流，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数量位居全国首位，“蓝
色粮仓”已具规模。同时，大连市
主动作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
院“一带一路”倡议和辽宁沿海经
济带战略，加快渔业走出去步伐，
远洋渔业、域外养殖走在沿海城市
前列。目前，大连市水产品年产量
达 220万吨以上，渔业经济年产值
超 700亿元，占全市农业经济总量
超 40%。其中，远洋捕捞渔船 263
艘，占全国10%，产量16万吨，产值
超20亿元。

耕海牧渔展宏图 迈步深蓝建粮仓

眼下，虽处农闲时节，但在普兰
店区四平街道顾家村400多个樱桃
大棚里，却是一派忙碌景象：有的忙
着给冬眠中的樱桃树剪枝，有的开始
给大棚升温以期提早樱桃上市期。

手持剪枝工具穿梭在自家两个
樱桃大棚中，村民张德福说现在心
里很踏实。大棚樱桃每年能给他家
带来20万元的收入，“我都61岁了，
特别知足。”张德福说。

顾家村地处丘陵地带，早些年
种植的多是老旧果树，产量低，效益
差。村里最先发展大棚樱桃的是原
村党总支书记于喜梅，“顾家村是在
政府的鼓励下，不断发展壮大樱桃
产业的。我们扣大棚给补贴，缺钱
有贷款支持。”在政策引导下，很多
村民抠去老果树，扣上了樱桃大
棚。目前，樱桃已成为村里的支柱
产业，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

顾家村的变迁，是大连市加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连市紧紧
围绕“提质增效”这一核心，在划定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的同时，因地制宜，积极优化
调整农业结构，推进现代果业发展，
扶持和引导水果生产向规模化、特
色化、设施化、集约化和标准化方向
发展。大连也由此走出了一条适合
自然禀赋特点、经济和社会效益明
显的水果业发展之路。大樱桃、苹
果、桃、草莓、蓝莓产业不断壮大，在
大连市形成了“五朵金花”全面绽放
之势。大樱桃、苹果、桃、草莓、蓝莓
种植面积分别达到35万亩、52.8万
亩、34.5万亩、12万亩和2.13万亩，
产量分别达到 26 万吨、75.7 万吨、
45.3万吨、11.7万吨和1.6万吨。

在政策扶持上，大连市不仅出
台30多项扶持政策，还积极运用宏

观调控手段，推动资金、项目、技术、
人才等资源向特色农业集聚，在各
级政府资金、政策的支持以及较高
的经济效益驱动下，农民发展果业
的热情空前高涨。

农业技术服务是果业健康发展
的重要手段。大连市先后制（修）订

《大樱桃日光温室生产技术规程》等
技术规程十余项，筛选、整理国家、
行业标准20余项，形成了以无公害
生产技术规程为主体的产品生产标
准体系。推广防风网、病虫害绿色
防控等提质增效技术20余项，应用
优型节能日光温室、硫磺熏蒸器等
新设施、新装备十多种，不断提升果
品品质和质量安全水平。

大连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
快树种结构和品种结构调整步伐。
自主培育了明珠、状元红、蜜泉、蜜
脆、丽珠大樱桃，丹霞油桃、橙露黄
桃，瑞峰葡萄，滨香梨和桑甜1号桑
葚等优良水果新品种，引进推广了富
士优系、嘎拉优系、维纳斯黄金、望香
红苹果，俄罗斯八号、布鲁克斯大樱

桃，中油系列桃，阳光玫瑰、夏黑葡萄
等新品种，优良品种覆盖率达90%以
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了效益
快速增长，全市水果产值从2015年
的 96.95亿元增加到 2020年 156亿
元，年增长率近10%。

目前，大连市已形成以北三市
（区）为主的优质苹果基地群，以南
三区、瓦房店市和普兰店区部分乡
镇为主的大樱桃基地群，以瓦房店
市和普兰店区为主的桃生产基地以
及庄河市、金普新区部分街道为主
的草莓、蓝莓等小浆果基地群。而
最具大连特色的大樱桃栽植面积和
产量，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10%和
20%，均居全国首位。同时，通过接
二产连三产，大樱桃还催生出了一
个规模超过百亿元的全链条产业。

如今，大连水果种植面积已达
142万亩，产量174万吨，产值160亿
元，水果总体生产规模居全省首位，
做大做强的大连水果产业已成为促
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手段和助推乡村
振兴的重要动力。

“五朵金花”齐绽放 量质同升促增收

位于金普新区的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网箱养殖基地。

大连鑫玉龙海洋生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机加工车间内，工人们在对鲜活海参进行加工。 林 帅 摄

大连韩伟养鸡有限公司的现代化鸡蛋加工车间。 达 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