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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是罗茨鼓风机的五分
之一，同等功率下的磁悬浮鼓风
机，利用磁悬浮技术代替传统轴
承，转速高出20倍，节电30%以
上。”日前，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永胜在接受采访时
说，凭借这一关键技术突破，磁
悬浮离心鼓风机综合节能系统
开发与应用项目获得了2021年
度山东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作为后起之秀，短短数年产
值达4亿元，但在山东潍坊动力
装备产业集群中，天瑞重工只算

“小个头”。除天瑞重工外，潍坊
还有潍柴、雷沃、大业、盛瑞、豪
迈5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形成从铸造、配件到整机、整
车完善的产业链条，总产值突破
4000亿元。

近年来，潍坊市纵向推进
“链长制”，横向搭建服务平台，
重点发展15个产业链，打造5个
千亿级产业链、10个左右的500
亿级产业链。“我们每条产业链
都配备了专班，出台一套政策，
并争取配备产业园，以产业链为

核心，营造产业生态，推进链式
发展。对于首台套或新产品，服
务专员帮企业一步步倒找推广
堵点，让他们尽快从链条‘圈外
人’变成‘圈内人’。”潍坊市政协
副主席、工信局局长鞠俊海说。

手指点餐，当天送达，配备
智能炒锅，食客只需静候……
在厨房“小白”眼中，惠发食
品可轻松解决一日三餐，而对
产业发展来说，这远远不够。
目前，惠发食品联合浪潮云洲
启动建设“大国味道”全国预
制菜产业生态平台，借助肉
禽、水产、蔬菜等上游配套企
业，已培育出8大菜系400余个
种类的1200多个产品。

企业在链接全国资源的同
时，山东诸城从需求侧和供给侧
同步发力，横向配套产业服务平
台，带动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我们推出了‘润农供应
链’，横向延展惠发平台资源优
势，上线优质农业龙头企业，服
务范围已涵盖全国20多个省市
的 500多所学校、280多家企事

业单位。”诸城农业农村局党组
书记陈华说。去年，诸城预制菜
产业营收90亿元，而供应链的优
势，就在于将诸城从预制菜集散
地，打造成产业集群地，提出在

“十四五”期间营收突破 500 亿
元。

对诸城而言，产业服务平台
实现了一、二、三产业链式发展，
让吃成为激活产业发展的新引
擎，并实现从田间到舌尖的全流
程监管。对企业来说，可以统筹
产供销，解决产品雷同、重复建
设的痛点，实现“一企一品”，聚
焦优势打造爆品。

“我们种植的草莓西红柿20
元一斤，大都直接销往了粤港澳
地区，订单比采摘来得快，而且
利润翻番。”山东省寿光市众旺
果蔬专业合作社社员李璇欣喜
地说。李璇的欣喜，来自粤港澳
客户的田间直采，减少了中间
商。

一线大客户，为啥会信任
2000公里外的寿光农户？寿光蔬
菜的价值源于标准的认证。四年

前，农业农村部和山东省政府在
寿光联合建立全国蔬菜质量标
准中心，是国内唯一的蔬菜质量
标准方面的国家级平台。虽然农
业的推荐标准不同于工业的强
制性，没有较大约束性，但更高
的标准可为农业赋能、增值、强
品牌。如今，中心搭建了公益性
产销对接平台，将已认证的50个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试验示
范基地线上公布，随即得到了来
自北京、深圳、上海的宏福国际、
自然之星、百果园、正大卜蜂等
终端商的认可，与农户洽谈直采
业务。今年，湖北、江苏、河南、甘
肃等22个基地，正在向全国蔬菜
质量标准中心提交培育认定试
验示范基地申请，一旦认证成
功，蔬菜可从基地直达餐桌和经
销商店，让更多的利润留在当
地。

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潍坊市“纵横之策”四面延
伸，激发澎湃动能，重点行业、骨
干企业支撑明显。

文章来源：大众日报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通
知，正式启动国家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简称“示
范基地”）创建，统一纳入农业高
质量发展标准化示范项目管理。
示范基地创建以农业生产“三品
一标”为路径，以农产品“三品一
标”为导向，构建以产品为主线、
全程质量控制为核心的现代农
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聚焦优势
产业产区，高标准创建一批示范
基地，创新全产业链标准化模式
和协同推进机制，加快培育按标
生产主体，打造绿色优质农产品
精品。准确理解为什么要开展示
范基地创建及其意义，需要客观
梳理“三品一标”、农业全产业
链、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产生
的背景和发展基础及相互关系。

“三品一标”有了新内涵。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

食物的需求从吃得饱转向吃得
更好更健康，农产品的供给自然
要跟着转过来。从需求端看，要
增加优质、绿色和特色农产品供
给。从生产端看，实现农业投入
品减量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势在
必行。同时，农业生产的目标除
了保供给，还要让农民有得赚。

“十三五”以来，绿色发展理念得
到社会广泛认同和积极践行，无
公害农产品已成为农业生产最
基本的底线要求，原“三品一标”
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社会新变
化。2021年 3月，农业农村部印
发《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
动实施方案》，这实际上正式宣
布了新“三品一标”对原“三品一
标”的替代。新“三品一标”聚焦
农产品生产的品种培优、品质提
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四个
关键，系统集成农业生产的产
前、产中和产后诸多环节，推进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管理，
旨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深
程度推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深入推
进。

农业全产业链是农业研发、
生产、加工、储运、销售、品牌、体
验、消费、服务等环节和主体紧
密关联、有效衔接、耦合配套、协
同发展的有机整体。打造农业全
产业链，顺应了产业发展升级的
一般规律，实现了农业从抓生产
向抓链条、抓产品向抓产业、抓
环节向抓体系的转变，是提高农
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必由之

路，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民
持续增收的必然选择。2018年以
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对农业全
产业链建设提出要求、作出部
署。在一系列政策的大力支持
下，我国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深入
推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全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
8%，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
16.69 万亿元，是当年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的2.05倍，占GDP比重
达16.5%，反映了农业全产业链
价值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加
快健全。

推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
准化，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各环节
的标准研制，做到研发、生产、加
工、储运、销售、服务等各环节有
标贯标、缺标补标、低标提标，有
利于产业链各环节更加专业化、
统一化。不论是山东寿光蔬菜基
地，还是广西柳州螺蛳粉产业的
发展壮大，都表明健全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对引领农业高质
量发展、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
值收益非常重要。加快健全现代
农业全产业链标准的工作重点

是打造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全
产业链标准化基地，培育一批绿
色优质农产品精品，打造一批标
准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典型，
构建以基地为载体的全产业链
标准实施机制。2022年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实施农业标准化提升
计划，包括创建100个国家级标
准化示范基地。省级农业农村部
门纷纷召开推进会，江苏在全省
遴选了20家农畜水产品基地作
为首批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
化基地，江西确定56个“绿色有
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基地”为
2022年全省“省级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化基地”项目实施单
位。示范基地创建对于农业全产
业链发展是一个重磅利好消息，
通知发布后，省级农业农村部门
积极组织申报，要求省内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统筹相关农业扶持
政策、项目和经费对纳入创建名
单的创建主体予以倾斜和重点
支持。示范基地采取“先创建、后
认定、再推广”形式，在各省农业
农村部门组织创建的基础上，农
业农村部择优认定并授牌一批
示范基地，在全国推广。

文章来源：中国城乡金融报

山东省潍坊市：

“产业链+平台化”引领产业发展

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
打造示范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