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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绿色食品产业的持续良性发展，黑龙江齐齐

哈尔市编制了《齐齐哈尔市食品产业发展指导纲要》，将玉

米、水稻、大豆、马铃薯、杂粮、乳制品、肉制品、白酒、苏打水

确立为9大主导产业，经过多年培育取得了长足发展。

玉米产业

玉米产业是该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产

业，市场空间广阔，资源优势明显，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

2014年全市种植面积2010.03万亩，产量1244.29万吨。其

中绿色有机玉米基地面积达到309万亩。规模以上加工企

业已发展到 32 户，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3 户、省级企业 3

户，加工能力达到229.2万吨，实际加工154.7万吨，加工转

化率14.6%。实现销售收入59.2亿元，利润2.9亿元，上缴税

金6983.5万元。

大豆产业

大豆产业是该市农业和农村经济传统优势产业，大豆

全部为非转基因大豆，蛋白、油脂含量高，适合精深加工。

2014年种植面积676.78万亩，产量87.51万吨。其中绿色有

机大豆基地面积452万亩。规模以上加工企业24户，国家

级重点龙头企业1户，省级企业3户，加工能力达到184.3万

吨，实际加工 66.6 万吨，加工转化率 54%。实现销售收入

58.8亿元，利润5.4亿元，上缴税金1.1亿元。

马铃薯产业

该市是全国著名的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生产基地。

2014 年全市马铃薯种植面积 167.93 万亩，总产量 329.6 万

吨。其中绿色有机马铃薯基地面积135万亩。品种主要是

尤金、克新20、大西洋、荷兰7，其淀粉含量高，芽眼浅，薯型

适中，适合加工。规模以上加工企业17户，省级企业5户，

加工能力达到179.6万吨，实际加工91.9万吨，加工转化率

30.8%。实现销售收入 17.4 亿元，利润 1.8 亿元，上缴税金

0.38亿元。

水稻产业

水稻产业是该市农业和农村经济效益较高的产业。该

市水资源丰富，一江九河流经全境，且上游无污染，早晚温

差大，寒地黑土土质肥沃，非常适合发展水稻产业。2014年

种植面积514万亩，产量252.48万吨。其中绿色有机水稻

基地面积185.63万亩。规模以上加工企业64户，国家级重

点龙头企业1户，省级企业8户，加工能力达到385.4万吨，

实际加工 162.56 万吨，加工转化率 59%。实现销售收入

66.9亿元，利润3.2亿元，上缴税金0.41亿元。

杂粮产业

杂粮产业是该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特色产业。齐齐哈尔

市黑土和草甸钙土占90%以上，是我国少有的黑土壤地区

之一，土壤热量高、透性好、质地轻、土质肥沃，适宜谷糜、高

粱、花生、绿豆、红小豆、芸豆、黑豆等杂粮杂豆生长，是全国

的重要杂粮产区。2014年种植面积61.02万亩，产量15.4万

吨。绿色杂粮加工企业7户，自建杂粮绿色食品基地17.7

万亩，年设计加工能力17.7万吨。

白酒产业

白酒是该市市域经济发展中贡献最大的产业。发展基

础较好，产品知名度较强，具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现有国家

颁发的白酒类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65户，所辖各县（市）区

基本都有酿酒企业。

苏打水产业

苏打水是该市最具资源优势的产业，它源自全球7大

火山带之一（五大连池—科洛火山带），属于世界三大冷矿

泉之一。由 18000 年火山潜流孕育，地下 400 多米岩层净

滤，呈天然弱碱性，富含17种人体所需的常量及微量元素

（钠、重碳酸根及稀有矿物质硼、钒、锂、锌、锶、钼、碘等），堪

称稀世珍水。全市规模以上苏打水加工企业14户，其中省

级龙头企业2户。

乳品产业

该市地处北纬47度，位于松嫩平原腹地，全国未被污

染的两条江河之一的嫩江流经该市，水系发达，土质肥沃，

生态良好，是国际公认的世界最佳奶牛饲养带之一。乳品

产业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较高，已成为全市农村经济第一

优势产业。目前达到存栏万头奶牛养殖规模的牧场7个，

全省备案的中小奶牛养殖场350个，规模奶牛养殖合作社

550个。全市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承载能力达到20万头以

上，位居全省第一。

肉类产业

肉类产业是该市畜牧业的主要产业之一，发展良种肉

牛养殖，生产加工高品质的肉制品，该市拥有较大优势。

龙江元盛公司生产的“雪花牛肉”可与日本“和牛肉”相媲

美。具有东北特色的生态猪肉产品，深受北京、上海等大

中城市市民的喜爱，部分产品还远销俄罗斯、安哥拉等国

家。 (本报记者王少杰 整理)

九大农业产业挑起绿色“脊梁”
齐齐哈尔现代:

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畜

牧业基地，齐齐哈尔具有良好的生态

和资源优势。近几年其大力推进农村

各项改革，农民合作社快速发展，农村

金融得到激活，土地实现规模经营，农

业社会化服务日趋完善，农业规模化、

标准化、科技化、机械化、水利化水平

不断提高，为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呈现了良好态势。

“特别是作为中国绿色食品之

都，该市于去年成功举办了14届中国

（齐齐哈尔）绿色食品博览会，当地农

产品呈现了质优、量大、种类丰富的

特点。”3月2日，齐齐哈尔市委有关部

门负责人电话里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说。

风起“互联网+农业”

采访中发现，该市按照市场化、

高端化、信息化、品牌化的发展方向，

走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路子，结

合市情实际，围绕供储销全过程，探

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模式，即“互联

网+农业”。

在业内普遍看来，新模式的主要

特点是，通过植入现代信息科技，智

能化管理绿色有机食品种植、收储、

加工、检测、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实现

全链条质量保证、全过程质量追溯，

提升品牌影响力，使优质产品快速、

集群、高效进入高端市场。

有当地人士认为，“互联网+农

业”在齐齐哈尔的具体实践，能够解

决的问题远不止此。首先，可解决农

村好东西卖不出去、卖不上价的问题

以及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的问题，还可

解决农民增收空间窄、瓶颈多及耕地

保护的问题。其次，解决销售过程中

链条过长、保真难、盘剥利润过高及

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再次，解决招商

加工及转型升级慢、发展空间小的问

题。

通过互联网实现信息传递，使每

个人的信息在“云中”集合，把千千万

万的需求变成订单，就形成了最好的

“必需品计划经济”，从而彻底转变生

产方式、销售方式，拓展发展空间，将

农业由落后产业变为朝阳产业。

不难发现，该市把“互联网+”上

升到全市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市委

主要负责人牵头研究制定了《齐齐哈

尔市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发展新模式

建设推进方案》。与此同时，市政府

正在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全市“互

联网+”发展规划，各有关部门及各县

（市）区结合各自实际，密切配合，层

层落实，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了思

想，凝聚了工作合力。

截至去年上半年，该市绿色食品

（有标识）网上销售企业和合作社已

发展到18户，线上销售量达到4106.4

吨，销售额达到1863.6万元。主营的

大米、杂粮制品等 10 类产品，目前在

淘宝、天猫、阿里巴巴、1号店、京东商

城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均有售。

电商平台建设正酣

值得注意的是，该市在强力推进

“互联网+农业”布局中，一系列棘手

问题如期而至。有业内人士向记者

坦言称，由于“互联网+”属于新生事

物，当地要发展成规模，目前最大障

碍和阻力则是来自人才缺口，因为懂

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人才少，满足

不了当地农业物联网、电子商务的发

展需求。

据了解，为应对上述诸多难题，该

市围绕“种、储、销”三个环节，着力从

源头抓好农业物联网、现代化智能仓

储设施、电子商务三个方面建设。

实践中，该市将建设农业物联

网，作为园区（基地）推广“互联网+农

业”的重点内容。为了保证这项工作

的规范化，该市聘请高校物联网专

家、部分物联网建设企业工程师等组

成专家组，研究全市物联网建设总体

框架、区域布局，制订实施方案，明确

了全市今后农业物联网建设总体思

路、工作目标、建设内容和建设标准，

下发到各县（市）区，指导各地推进

“互联网+农业”建设。目前，该市下

辖讷河、拜泉、依安、甘南4个县市正

在进行农业物联网试点建设。

与农业物联网建设相比，现代化

智能仓储设施建设则成为“互联网+

农业”实施中的重中之重。由该市本

土企业——星光蔬菜加工有限责任

公司在当地投资2.3亿元建设星光农

业科技园区，构建对俄绿色食品线上

线下跨境电商平台，力争打造成黑龙

江省唯一一家集商品展示、仓储物流

为一体的电商“孵化器”。

日前，黑龙江星光国际电子商务

中心总经理曹永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星光农业科技

园为广大入园的电商创业者提供最

先进的自动化智能仓储服务，为电商

发展企业提供冷链仓储和恒温仓储

为一体的仓储基地，帮助企业解决电

商销售高峰期产品无存储地、生鲜销

售产品储藏难的问题。科技园区在

仓储服务上全力给电商企业提供最

便利最智能的仓储环境。

针对电子商务建设，该市则通过

自建或借助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实行

网络营销，结合应用冷链物流，把产

地、自然条件、渠道、产品品牌全部融

入线上线下销售之中，使该市绿色有

机产品快速地配送到高端消费人群，

打入高端市场。目前，全市从事农产

品电子商务规模企业15家，自建电商

平台15个，从业人员2万余人。截至

2014年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量200万

吨、交易额8000万元。

另据了解，该市还通过举办电商

博览会等活动，重点普及深化农产品

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农业”应用，以

推动现代流通方式创新、加快农产品

电子商务发展。据悉，来自阿里巴

巴、京东商城、哈尔滨国裕集团等国

内知名电商及金鹤川等本土电商企

业80余家踊跃参加了上述活动。

“绿都”的互联网情怀
本报记者 王少杰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中，

来自于国家政策扶持至关重要。近

日公布的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释

放出更多的政策红利，助推现代农业

发展。

农业“蜕变”正逢其时

事实上，正是得益于自上而下的

政策扶持，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天

翻地覆的农业革命，开创了农业发展

新格局。在东北，围绕绿色有机食品

规模化开发与生产，齐齐哈尔市近年

探索出了一条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齐齐哈尔

市政府官员曾表示，农业发展再像过

去那样拼产量、拼价格、出售原粮、搞

简单初加工，走低水平、低标准的发

展路子已经行不通了，况且全国特别

是黑龙江土地规模化、农机化、水利

化水平已经很高，靠推进规模化经营

和物质化、科技化投入促进农业增产

已达到极限，必须另辟蹊径。

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赴实地

采访中发现，基于对形势的准确把

握，该市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目

标，利用先进发达的信息技术，特别

是借助物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加快

农业科技化、智能化发展，围绕绿色

有机食品产业发展这个主攻方向，探

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模式，即“基地

（合作社、协会）+农业物联网+品牌

龙头企业+产品质量检测体系+产品

质量保险+产品条形验证码+现代化

智能化仓储设施+品牌电子营销平

台”。

“截至去年年底，绿色(有机)食品

标识认证达到306个，是前3年认证数

量的总和，约占全省1/6；全市累计销

售绿色(有机)食品100万吨，实现销售

收入100亿元，利税6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14%、56%和11%。”

在业界普遍看来，打“特色牌”走

“绿色路”成为这一新模式的主要特

点。通过植入现代信息科技，智能化

管理绿色有机食品种植、收储、加工、

检测、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实现全链

条质量保证、全过程质量追溯，提升

品牌影响力，使优质产品快速、集群、

高效进入高端市场。有当地人士认

为，这一新模式将有力助推当地现代

农业加快转型升级，推动绿色有机农

业快速发展。

“不过，发展现代农业，仅依托得

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自然气候和

农业等资源优势或已远远不够。”在

祥赢（深圳）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天瑜看来，发展现代农业离

不开资本的支持，要吸引产业资本的

进驻来共同打造，只有借助资本力

量，才能快速推进当地农业现代化。

黑土地“长”出大农业

据了解，齐齐哈尔位于黑龙江、

吉林、内蒙古三省区交汇地带，是北

纬47度线以北中国最大的城市，寒地

黑土有机质和微量元素含量均居首

位，有机质含量是黄土的 10 倍；森林

广布的大小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草

原构成了齐齐哈尔市天然的生态屏

障，空气质量达到和好于国家二级标

准天数年均在 345 天以上；没有任何

污染的嫩江水穿城而过，滋养了两岸

万顷良田，具有发展绿色有机食品得

天独厚的条件。

近年来，该市紧紧抓住生态优势

和资源优势，打“特色牌”，走“绿色

路”，加大绿色食品的生产，逐步建设

成为绿色食品产业大市，黑土地上的

商品粮基地正在向绿色食品之都转

变。目前，该市已形成玉米、大豆、马

铃薯、水稻、杂粮、白酒、苏打水、乳

业、肉业九大主导产业，初步形成了

与九大绿色食品产业相配套的产业

带、产业园区，现代农业整体发展势

头迅猛。

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该市绿色

(有机)食品标志认证达到306个(其中绿

色233个、有机73个)，新增66个，是前3

年认证数量的总和，约占全省1/6。此

外，绿色食品原料基地面积达1400万

亩，比前年增加120万亩，约占全省的

1/5，占全市总播种面积的40%。绿色

食品原料产量850万吨，绿色畜禽饲养

量720万头(只)。市场体系不断拓宽。

该市83家绿色(有机)食品企业，累计销

售绿色(有机)食品100万吨，实现销售

收入100亿元，利税6亿元；组织参加

了全国性绿色(有机)食品展会11个，累

计现场销售额121万元。

显然，在当前黑龙江省已确立的

打造“绿色食品强省”发展战略下，齐

齐哈尔绿色食品产业已然驶进了发

展的快车道。据初步统计，该市年加

工的 80 多万吨绿色（有机）食品已走

出国门，不仅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

百余个销售网点，销售市场已遍布全

国各地以及日本、沙特、俄罗斯等国。

有机食品绿意盎然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绿色”产

业在齐齐哈尔得以迅速发展，并在短

期内初步形成规模化、集聚化，很大

程度上是借了利好政策东风。

据了解，为全力推进绿色有机食

品产业发展，变生态优势为产业优势

和经济优势，实现绿色食品产业的持

续良性发展，该市编制了《齐齐哈尔

市食品产业发展指导纲要》，旨在为

玉米等9大主导产业制定长期发展规

划，以此加快绿色食品生产强市建设

步伐。

早在 2013 年，在国务院正式批

复的“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中，齐齐哈尔

市正处在试验区的核心地带，这为当

地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带来新的机

遇。在此契机下，齐齐哈尔市实施

“5223”工程，紧紧围绕“扩基地（园

区）、强加工、打品牌、拓市场”的总体

定位，强力推进绿色食品产业加速发

展，取得了良好成效。

同时，该市通过重点推进“一体

两翼”建设，完善供储销一体化经营

机制，强化绿色食品监管体系和绿色

食品质量追溯体系“两个羽翼”作用，

促进绿色食品产业升级发展。利用

各地农产品优势，积极推进龙头企业

建设，把龙头企业作为推动绿色食品

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来抓，扩引并

重，集中力量，重点倾斜，实现产业集

群发展。

有数据显示，该市绿色食品原料

基地种植面积1280万亩，占总播种面

积的38%，拥有龙江县玉米（杂粮）、泰

来县水稻、甘南县葵花、讷河市马铃

薯、克山县大豆、拜泉县甜菜6个国家

原料基地核心示范区，绿色食品原料

产量800多万吨，绿色畜禽饲养量700

万头（只），绿色食品基地已形成稳固

的“第一车间”。通过多年发展，绿色

食品产业已呈现出品类比较齐全、技

术不断进步、产品日益丰富、网络基

本健全的特点。

据了解，齐齐哈尔市依托广袤的

温带森林植被和火山喷发后形成的

特殊地质构造所孕育的大量优质天

然苏打水资源，实行差异化发展战

略，将天然苏打水产业培育成为齐齐

哈尔乃至黑龙江省的优势产业，全力

打造中国天然苏打水产业基地。

目前，该市的天然苏打水产业渐

成规模，先后有国内500强海亮集团、

汇源集团、美国 EFT 公司、香港缘子

集团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天然苏打水

生产企业落户当地。

齐齐哈尔深耕大农业 提速现代化
本报记者 王少杰

齐齐哈尔市设施农业

打“特色牌”走“绿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