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白余脉峰峦叠嶂，松嫩平原沃野平畴。我省东北部的
舒兰市，一场以鹅产业为核心的发展浪潮席卷而来，为这座

“果实之城”注入了新活力。鹅产业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吹
拂着舒兰市乡村振兴的田野，带动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
新浪潮。

自2021年起，舒兰市高瞻远瞩，将白鹅产业定位为乡村
振兴的“金钥匙”，明确了宏伟的发展蓝图：打造“世界顶尖的
羽绒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白鹅养殖基地、中国领先的白鹅
产业专业园区、中国卓越的种鹅繁育基地”。目标直指三年
内加工能力提升至 3000万只，2025年前形成百亿级产业集
群，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产业发展图景。

经过数载不懈努力，舒兰市白鹅养殖实现了从“无”到
“有”的飞跃，2023年养殖量达1009万只，稳居全国白鹅养殖
榜首。鹅产品加工项目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鹅火锅、鹅肝
酱等深加工项目竞相绽放，为市场增添了无限可能。鹅产业
链实现了从“断裂”到“完整”的华丽转身，集养殖、屠宰、深加
工于一体，为地方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推动乡村振兴迈
上崭新台阶。

锚定目标 铸就白鹅产业金名片

时间回溯至几年前，舒兰市的白鹅养殖还仅仅是一个小
众产业。然而，舒兰市立足实际，高瞻远瞩，将白鹅产业确定
为优势特色产业和富民强市产业，全力推动其快速发展。一
系列政策扶持与技术指导如春风化雨，滋养着白鹅养殖的每
一寸土地，养殖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增长。“鹅城”舒兰，正以一
年 300万只、两年 1000万只、三年 3000万只的坚实步伐，向
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行。

舒兰市曾经发展过白鹅产业，各乡镇农户养殖白鹅有一
定的经验和基础。“早在2001年，就曾经发展过白鹅经济，通
过订单养殖的方式，当年也实现了20万只的养殖量，积累了
丰富的养殖经验。域内初步形成了以白翎羽绒公司为龙头，
带动养殖、饲料加工、肉品加工等产业发展的产业链条，具备
低成本发展养鹅业的生产优势和规模优势。”白鹅养殖发展
工作专班主任王世刚介绍。

舒兰市养殖白鹅有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产业优势。地
处北纬43℃黄金产绒带，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产业
基础、专业的技术人才和完备的基础条件，擎起了白鹅产业
发展“硬支撑”。森林覆盖率52.6%，水域、湿地面积623.8平
方公里，工业污染极少，空气质量好，饲养场地广阔，是白鹅
栖身养殖的理想之地。

同时，舒兰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全省畜禽供应生产
集散地之一、吉林地区最大的农业县，粮食年产量达 120万
吨以上，养殖饲料充足，具备生产优质鹅和鹅羽绒的条件。

“为加快推进白鹅产业发展，全市成立白鹅产业链招商
工作专班，先后赴浙江、江苏、辽宁、黑龙江等地开展‘走出去
’招商活动；成立白鹅产业园建设工作专班，做好园区专项债
项目的申报、规划、设计、建设及经营，并为入园企业提供资
金、贷款等服务保障；成立白鹅养殖发展工作专班，负责白鹅
养殖的政策实施和技术服务，走村入户宣传发动，推动白鹅
养殖量迅猛增长。”说起舒兰市鹅产业王世刚侃侃而谈。

为推动白鹅养殖产业的快速发展，舒兰市还出台了一系
列扶持政策和技术指导措施，《鼓励白鹅养殖“十条”扶持政
策》等文件为养殖户提供资金补贴、贴息贷款和养殖保险等
支持。同时，聘请江苏农科院专家组建技术团队高频次举办
技术培训、政策宣讲和现场观摩等活动，为养殖户提供全方
位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降低了养殖户的养殖成本和风险，

还提高了他们的养殖技术水平和信心。在政策和技术的双
重驱动下，舒兰市白鹅养殖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在推动白鹅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舒兰市始终注重全产业
链的构建和完善，通过加强孵化、加工、品牌等环节的衔接和
配合，实现了从养殖到市场的无缝对接，为白鹅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确保鹅苗供应的稳定性和质量，舒兰市在孵化环节上
下了大力气。通过扶持本地孵化企业扩产扩能并引进外地
孵化企业，满足了年出栏白鹅的鹅苗、种苗刚性需求。目前
全市拥有多家规模化孵化企业年孵化能力超过千万只鹅苗，
为白鹅养殖产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在养殖模式上，舒兰市进行大胆的创新。通过推广智能
化园区、牧光互补、林缘水缘等七种适宜养殖模式，实现了白
鹅养殖的多元化发展。其中，“牧光一体”养殖模式尤为引人
注目。借助 80兆瓦村级光伏电站资源，舒兰市城投公司率
先利用光伏用地示范引领白鹅养殖，实现了清洁能源与农业
生产的有机结合。

在加工环节上，舒兰市进行积极的探索。通过引进美中
鹅业等屠宰加工企业并建设白鹅产业园区，实现了从养殖到
屠宰加工的一体化发展。这些企业采用先进的屠宰设备和
加工工艺确保产品质量的安全卫生和稳定性。

在品牌环节上，舒兰市更是下足了功夫。通过申报“舒
兰白鹅绒”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成功
打造了“舒兰白鹅”这一知名品牌。目前“舒兰白鹅”产品已
远销江浙沪等南方地区并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和好评。

在政策和市场的利好因素推动下，舒兰市白鹅养殖总量
迅猛增长，养鹅农户效益剧增，一只鹅变成一群鹅，大鹅催生
了鹅产业，催熟了鹅经济。

截至今年7月中旬，白鹅养殖量达到516万只，其中，商
品鹅 330 万只、种鹅 33.6 万只、散养鹅 33 万只、预定鹅雏
119.4万只。现有龙头企业 15家，其中，鹅绒制品企业 1家、
屠宰企业 2家、孵化场 4家、育繁推养殖园区 22家。现有百
万只白鹅养殖示范园区2个、十万只标准化养殖园区12个、
万只以上标准化养殖园区 235个。现有养殖场（户）635户，
其中，千只以上养殖场（户）493户、散养户 7990户。白鹅养
殖大镇9个，养鹅专业村15个。

典型带动 做大做强“鹅经济”

走进法特镇，“鹅元素”在这里随处可见，浓厚的鹅产业
氛围扑面而来，路灯上的白鹅造型别致，广场上的白鹅雕塑
栩栩如生，无不彰显着这座“鹅镇”的独特魅力。

作为舒兰市鹅产业发展的“排头兵”，法特镇依托其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大力发展白鹅养殖产
业，成为全市白鹅养殖的示范高地。成功打造了多个白鹅养
殖示范基地，标准化鹅舍内，成千上万只白鹅曲项欢歌、振翅
长鸣，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画卷。

头台村是法特镇鹅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该镇鹅产
业振兴的璀璨明珠。近年来，头台村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良好的养殖基础，大力发展鹅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效。

村庄干净整洁，花卉竞相开放，村民笑脸盈盈……7月
16日，记者走进头台村，乡村振兴的诗意图景映入眼帘。

头台村白鹅养殖示范基地内，一栋栋标准化鹅舍大棚整
齐排列，现代化养殖设备一应俱全，鹅叫声此起彼伏，成群大
白鹅追逐觅食，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活力景象，这里不仅
是白鹅的乐园，更是养殖户增收致富的“金窝窝”。养殖户通
过采用科学养殖技术和管理模式，实现了白鹅养殖的高产高
效。

鹅舍内一群又一群的名叫“三花”的白鹅，是养殖雁鹅杂
交品种，这是一种大棚养殖的旱地鹅，有效解决了缺少水面
无法养殖白鹅的问题。一只只承载着“小康梦”的白鹅神态
悠闲，在大棚内散步。

“全村采用‘党支部+合作社’集约管理模式，有效带动
周边农户参与白鹅养殖。通过统一购雏、购药、饲料、服务、
管理和销售，散养户实现了抱团取暖，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实
现了效益最大化。”头台村党支部书记张凤杰介绍。

张凤杰作为村里第一个规模养鹅户，2022年养殖 3000
只，第一年养鹅成活2480只，效益非常好，纯收入达到12万
元。

自己富裕的同时，她不忘乡亲，为了捋好产业链，促进村
集体经济增收，张凤杰入户走访，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发展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

2022 年，头台村以 4 栋日光温室大棚入股，养殖白鹅
7500只，实现集体经济增收2万元；2023年，村集体仅白鹅养
殖一项就增收10万余元；今年，村里又扩建10栋日光温室大
棚，目前白鹅达到10万只，每只鹅纯收入10元以上；有40多
户村民参与养鹅，依托鹅产业，带动当地村民就业 50人左
右。

敢投入，有缘由。舒兰市制定了新的“鹅十条”政策，条
条“真金白银”。创新建立鹅险模式。确定每只白鹅保费为
2元，其中，养殖户只需缴纳0.6元，剩余1.4元由政府和保险
公司补贴。累计为 637户参保 659.7万元，支付保费 1260.6
万元；强化保底收购。与屠宰企业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如市
场行情低迷，将以保底价回收，保底价从去年的每斤 8元涨
到每斤9元收购。

“养鹅效益还是挺好的。照着要求做，一年能养3茬到4
茬，75天出栏，一只肉鹅 8斤半，市场上不低于 9元，一只毛
收入 76元左右，小鹅雏每只 9元，饲料成本 40元左右，一只
鹅利润近20元。还有120天出栏效益也不错。”张凤杰算起
养鹅经济账，她说目前小鹅雏价格上涨了，但一只鹅收益还
是能达到10元以上。

为做大做强“鹅经济”，张凤杰积极组织外出参观考察，
学习养鹅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真正让村民从原来不会
养、不愿养到现在的自愿养、抢着养，全村拧成一股绳闯出

“鹅名堂”。
西良村是法特镇白鹅养殖的一个典型代表。在镇政府

的支持下，西良村依托旱地资源，大力发展旱地白鹅养殖。
通过建设标准化养殖园区、引进优质鹅种、推广科学养殖技
术等一系列举措，西良村的白鹅养殖产业迅速崛起。

舒兰市统筹使用乡村振兴资金 1666万元，在西良村建
设 85栋标准化棚舍的养殖园区，可实现产值 8500万元以
上。目前，已承租给舒兰市糠岛白鹅养殖公司，年出栏白鹅
80万只。

西良村党支部书记高迪介绍：“我们村在镇政府的引导
下，积极发展白鹅养殖产业。今年春季已出栏白鹅8500只，
每只白鹅最低纯利润 20多元。预计全年养殖量可达数万
只，为村集体和农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法特镇杨林村旺财养殖场，负责人岳国华说：“养鹅产
业效益特别好，村民非常认可，争先恐后发展养鹅。”

“2023年，全镇累计养殖白鹅106万羽，实现新增畜牧养
殖产值近亿元。9个行政村实现白鹅养殖全覆盖，今年计划
养殖白鹅150万羽，重点打造头台村、王大村、杨公村3个‘鹅
村’，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带动村民增收。全镇将按照
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的发展方向，建设集饲料加
工、白鹅繁育、养殖、屠宰、深加工鹅食品为一体的白鹅产业
链条化基地，打造法特白鹅品牌，走出一条白鹅养殖的特色

振兴之路。”法特镇党委书记于国辉介绍。

链条延长 书写产业发展新篇章

位于法特镇的吉林市白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是“鹅城”
舒兰的头部企业，是舒兰本土品牌，经过 30年打拼发展，已
成为东北三省规模最大的羽绒龙头企业，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之一，在羽绒技术上拥有 500多项专利，成为全国乃至世界
众多服装、家具、户外品牌的供货商，产品远销日本、美国、欧
盟等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十余个省（区、市）。

7月 16日，走进公司的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正在繁忙
运转，分毛机像多个“N”字形组合在一起，透过玻璃看去，漫
天鹅绒飞过一道道“关卡”，飘到最尾端的鹅绒，轻盈得仿佛
海中的浮游生物，反射出细密的光芒。

“公司主要以生产羽绒为主，年产高品质白鹅绒 300吨
左右。”公司董事长张玉宝介绍。为了直观地展示白翎羽绒
出众的蓬松度，张玉宝随机抓起一团鹅绒，手心朝上轻轻松
开手掌，成团羽绒像烤熟的爆米花一般“炸”开。“别看这么小
的‘一把’，得有 200多克，能做一件轻薄羽绒服。目前这种
羽绒一公斤1400元。”张玉宝笑着说。

舒兰市地处北纬43度黄金产绒带，业内认为，北纬43度
至44度是白鹅生长的“黄金纬度带”，波兰、加拿大等高品质
鹅绒产地均处于该纬度。地处长白山腹地的舒兰正处于这
一地理区间，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而“北纬 43度”，是张玉宝介绍羽绒时口中的热词。“这
个纬度成长的鹅，经历 193天漫长的冬季和 70℃的相对温
差，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羽绒品质，绒朵大、羽梗小、弹性足、保
暖强、蓬松度高。”张玉宝自豪地说起舒兰鹅绒。

与白翎羽绒对舒兰的选择相同，许多企业也认为舒兰是
白鹅养殖的“福地”：生态环境优越，饲养场地广阔，草料新鲜
旺盛，不仅拥有生产优质鹅和鹅羽绒的条件，更具备低成本
发展养鹅业的生产优势和规模优势。

时至今日，以舒兰白鹅羽绒为原料的“施羽”“白翎”“梦
洁”等商标已被国际认可，“舒兰白鹅”地理标识在江浙沪等
南方地区得到高度认同。

链条延长，产值增长。舒兰市让鹅产业链上每一方都获
益。

走进吉林美中鹅业有限公司屠宰场，现代化屠宰分割加
工生产线上，一批批宰杀分离好的鹅肉经过层层检疫，发往
全国各地。

“企业目前日屠宰量 1.5万只，已签订屠宰合同 180万
只，预计年屠宰300万只，年营业收入2.3亿元。”美中鹅业负
责人丁美中说。

舒兰市打破了单纯研究扩大养殖的传统思路，对白鹅养
殖生产加工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规划，出台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积极吸引外地加工企业，投资开发舒兰白鹅系列产
品。

在创新开发鹅肉火锅、鹅休闲食品、鹅肝酱、鹅肉酱等系
列食品的基础上，积极拓展羽绒制品深加工和新市场。对白
翎羽绒进行品牌提升，打出舒兰白鹅羽绒品牌，促进羽绒加
工和羽绒制品的快速发展，实现对白鹅“吃干榨尽”，增加鹅
产品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

百万白鹅缀绿野，曲颈高歌绕乡村。在舒兰市白鹅产业
发展的宏伟蓝图中，全产业链融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孵
化到养殖、从屠宰到深加工、从品牌建设到市场拓展，每一个
环节都紧密相连、协同作战。

舒兰市将鹅产业一张蓝图绘到底，正以笃行推进的姿
态，振翅腾飞，引吭高歌，书写着鹅产业发展的新篇章。

电话：0431-88600735
传真：0431-886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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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白鹅缀绿野 百亿产业绘蓝图
——解秘舒兰白鹅养殖全产业链

本报记者 侯春强 徐文君 都傲

白鹅戏水

舒兰市白鹅产业园效果图

法特镇白鹅养殖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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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美中鹅业年营业收入2.3亿元

法特镇鹅农姜永柏正在喂鹅

吉林美中鹅业现代化屠宰分割加工生产线

新安乡刘野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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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白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宝展示羽绒蓬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