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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市是全国农业可持续
发展暨绿色发展试验示范县、全
国商品粮基地县、全国绿色食品
生产基地县、全国第一批畜牧业
绿色发展示范县、全省白鹅养殖
量最大县市。2022 年，舒兰市
打造白鹅产业“1+3+4+N”阵型，
助力乡村振兴更好更快发展。

“三驾马车”同向发力
舒兰市白鹅产业发展基础

良好。截至上半年，全市已发展
白鹅养殖户 319 户，养殖白鹅
182.4万只，同比增幅 651%，全
年 计 划 落 实 养 殖 任 务 300 万
只。立足发展实际，舒兰市将白
鹅产业确定为乡村振兴的优势
特色产业和重点项目来抓，围绕
吉林市白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省级羽绒制品加工龙头企业，依
托资源禀赋条件和白鹅产业发
展基础，确定了将“白鹅产业建
成世界最好的鹅绒生产基地、中
国最大的白鹅养殖基地、中国最
大的白鹅产业专业园区”发展目
标，并制定了“三年养殖量达到
3000万只、屠宰量达到 3500万
只”的近期和远期发展规划。

从年初开始，相继成立了白
鹅产业链招商工作专班、白鹅产
业园建设工作专班、白鹅产业发

展工作专班，合力推进白鹅产业
发展工作。白鹅产业链招商工
作专班先后到浙江、江苏、辽宁、
黑龙江等地，举办多次招商活
动；白鹅产业园建设工作专班完
成了园区的总体设计和规划，积
极为进入白鹅产业园区的企业
提供资金、贷款等服务；白鹅产
业发展工作专班围绕全市白鹅
养殖发展，下沉全市有养殖任务
的 17个乡镇街基层，走村入户
宣传发动，督导检查，推进白鹅
养殖进度。

“四轮驱动”同频共振
宣传发动。白鹅产业发展

专班技术组带领本土技术专家
团队，对全市17个乡镇街的327
名意愿养殖户和乡镇的畜牧科
人员举办培训班，养殖户学到了
养殖经验，也增强了养殖信心。
充分利用“舒兰新闻”“舒兰发
布”“舒兰融媒”APP、“白鹅专班
工作群”“舒兰发布”视频号、“舒
兰融媒”抖音号等多个媒体平台
全覆盖宣传白鹅养殖各项优惠
政策。

政策拉动。为鼓励白鹅养
殖，在年初相继出台《白鹅养殖
业发展十条扶持政策》《舒兰市
白鹅养殖创业担保贷款扶持政

策》《舒兰市白鹅养殖保险扶持
政策》《舒兰市鼓励白鹅养殖“十
条”扶持政策的补充说明》等，让
更多、更好的优惠政策惠及养殖
户。

服务带动。督导检查组主
动帮助乡镇街协调指导土地、场
地、资金等问题。白鹅专班技术
服务组入户开展服务指导，每天
对养殖户逐户进行跟踪服务指
导，白鹅专班综合服务组对白鹅
养殖进度跟踪服务，建立日报制
度，形成了全市白鹅养殖的路线
图和进度表。

政企联动。在白鹅产业发
展三个专班的共同努力下，实现
了政企联手、协调发展，初步形
成了全产业链条上的政企互为
联动的良性发展格局。其中，创
业担保中心现已为全市 9个乡
镇 16户贷款户办理了 664万元
的养鹅贷款。

多种模式创新发展
随着白鹅养殖产业的逐步

做大做强，白鹅养殖户的养殖方
式和经营模式也在发生改变。
舒兰市传统养殖白鹅的天数多
为120天和越冬散养，在发展白
鹅产业后，通过学习实践培育了

“70 天网上圈舍平养或圈舍地

铺养殖、圈舍+放牧养殖、圈舍+
林地放养、圈舍+林地放养+水
面养殖、圈舍+种草养殖、圈舍+
种草+水面养殖、房前屋后散
养”等八种养殖方式。“70 天圈
舍育肥”养殖方式，实现了周期
短、风险低、批次多、见效快。舒
兰市还创新和发展出了“国有企
业示范引领、园区大户示范带
动、合作社集约管理、村集体孵
化器养殖、周边域外代养”等五
种经营模式，不断扩大产业规
模。

此外，舒兰市在白鹅养殖量
稳增长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白鹅
产业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法
特镇两个 100万只白鹅示范园
区养殖项目、水曲柳镇 10万套
种鹅养殖项目、乡村振兴扶贫项
目 12万只白鹅养殖项目……一
大批白鹅养殖产业项目正在全
力推进。目前，已经培育出具有
舒兰市本地特点的“白翎羽绒”
高档羽绒被、“法特酱大鹅”“ 舒
兰鹅肝酱”等系列白鹅品牌。

舒兰市白鹅产业发展全产
业链集群和融合发展，打造出继

“舒兰大米”后第二张“白金名
片”，走出了舒兰市白鹅产业创
新发展之路。

大安市龙沼镇坚定不移贯彻“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
的发展理念，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
组织“五大振兴”。强化规划指导约束，整合政策、资金、项
目、人才等要素，走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发展现代农业，筑牢农民根基。龙沼镇致力厚植优势产
业，稳定玉米种植面积 7152.15公顷，拓宽种植领域，新增水
稻种植面积300公顷，逐年增加西甜瓜、棚膜经济种植面积和
规模，生产多样化的农产品，保证四季果蔬供应，增强农民应
对市场多变能力；大力推进养殖业扩规升级，力促实现年出
栏白鹅 100万只、存栏牛 2万头、基础母羊 50万只的“125”目
标，建设特色园区、打造专业村屯、扶强培大专业合作社，推
动农牧业沿着设施化、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

打造特色品牌，提高产品竞争力。产品品质是检验产业
发展的重要标准，龙沼镇着力打造绿色农业，以纯天然、无公
害为品牌特色，以“产业化发展、商业化运作、品牌化经营”为
发展理念，提升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种养比重，积极引进
外力、鼓励激发内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支持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建立农产品溯源系统，实现农产品“两品一标”
监测全覆盖，打响“龙沼白鹅、牛肉、羊肉、有机米”等绿色品
牌，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乡镇。

探索农业服务业，提升产业附加值。龙沼镇深刻意识到
现代服务业是未来发展的主动力产业，大力投入生态资源建
设，依托毗邻牛心套堡国家湿地公园优势，发展全域旅游，规
划精品线路，完善配套设施，坚持“水草林田湿”一体治理，落
实生态恢复和保护制度，提升生态环境整体质量。包装苇画、
草编、柳编、藤编等旅游产品，增加农村多种收入来源，同步推
动农业观光游、乡村体验游、休闲度假游、渔猎文化游，实施市
场化运作和“互联网+旅游”两大举措，形成独具魅力的旅游
资源优势乡村湿地生态旅游新地标。

龙沼镇紧紧围绕“产业振兴和民生共享”两条主线，通过
党建引领，狠抓基层建设、环境治理、乡风塑造，深入挖掘农、
牧、旅游多种产业潜力，全力推进现代绿色农业提质、清洁能
源产业提效、全域生态旅游提速、民生福祉保障提标、社会治
理能力提升，逐步实现“农业重点镇、绿色食品镇、商贸繁荣
镇、生态宜居镇、旅游新兴镇”的乡村振兴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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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市素有“延边黄牛之
乡”的美誉，为了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龙井市集全市之力，全力推动
黄牛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

产业强则经济强。龙井
市高标准定位、高起点谋划，
创建了集延边黄牛育种、养
殖、加工、物流、研发、服务、休
闲为一体的国家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园区总面积 177.6万
亩，覆盖 3 个乡镇 46 个行政
村。延边黄牛产业是园区的
主导产业，目前，园内已有国
家级示范养殖场 2个、省级示
范养殖场 7个、新型经营主体
101家，存栏百头以上规模养
殖 场 40 家 ，产 业 产 值 达 到
28.35亿元。

产业园围绕延边黄牛产
业聚焦产业链完善提升。以
延边东兴种牛科技有限公司
为核心，建成科技育种核心
区，保持延边黄牛育种技术国
内国际领先优势。提高延边
黄牛养殖规模，优化养殖结
构，推进标准化示范场建设和
饲草料供应体系建设。

产业园分类实施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及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创新投融资方式，
积极探索财政资金与金融资
本、社会资本相融合的有效模
式。园区还启动了大数据平
台建设项目，进一步完善全市
肉牛产业追溯体系，大力提升
延边黄牛产业信息化水平。

龙井市承接了全省“秸秆

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建设
任务。同时，重点谋划引入长
春皓月集团肉牛全产业链合
作项目，项目建成后，可实现
年交易量100万头，带动全州2
万个养殖户销售27万头肉牛，
预计实现一二三产融合产值
109 亿 元 ，拉 动 上 下 游 就 业
5000余人。

产业园围绕延边黄牛产
业推动畜牧业与旅游、教育、
文化等产业紧密联结，逐步实
现“畜牧+旅游+生态”深度融
合，实现畜牧业由单一生产功
能向生产与服务融合功能转
变。

产业园鼓励产业化龙头
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

作。入园企业与新型经营主
体、农户建立了“龙头企业+
农户（困难户）”“龙头企业+
政府部门/村委会+农户”等
利益联结模式，签订稳定的
供销合同，采取统一供种、统
一防疫、统一收购、统一利润
返还等方式，建立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极
大 程 度 提 升 了 联 农 带 农 能
力。

龙井现代农业产业园的
发展，已成为乡村振兴新动
力、产业融合新载体和农民增
收新平台。站在新的起点，龙
井市将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努力绘制经济繁荣、社会
发展、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
幸福新画卷。

绘制发展新画卷
——记龙井市国家级延边黄牛现代农业产业园

□ 周天野

舒兰白鹅产业走出创新之路
□ 王世刚 于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