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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化：土特产变金字招牌

今年2月7日，由4名县级领导出任指
挥、副指挥，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
强农惠农工作指挥部，各级各部门协同联
同。在全面推进落实的过程中抓重点、抓
关键、抓龙头、抓示范，以点带面将“五化
农业”从蓝图变为现实。

一粒米、一棵菜、一头牛、一只虾，以
往这些初级农产品收益不高的“痛点”正
逐步演变为拉动强县富民的“亮点”，一批
百亿级乃至千亿级优势农业特色产业集
群呼之欲出……

品牌化是“五化农业”的价值基础和
核心标志，品牌化的过程就是实现规模化
布局、标准化经营、数字化控制、生态化经
营的过程。

山东纽澜地何牛食品有限公司通过
品牌化运营、规模化养殖、标准化生产、生
态化循环、数字化管理，成为高青“五化”
农业典型样板。在品牌化方面，纽澜地雪
花黑牛品牌入驻盒马，通过阿里巴巴大数
据打通直达终端用户渠道，纽澜地黑牛成
为盒马全品类第一爆款产品。以高青黑
牛品牌化之路为例，高青县创新实施高青
产业发展七大提升行动，从全产业链上发
展高青黑牛。接连召开高青黑牛产业发
展大会、高青黑牛节等重要活动，持续放
大高青黑牛品牌效应。加快发展旗舰店、
连锁店，从消费端上提升高青黑牛影响
力，高青黑牛也成为首批直供粤港澳大湾
区“菜篮子”直供基地的菜品之一，被评为
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品牌。

2022年，高青县不断放大15件国家
地理标志商标品牌撬动效应，建立和推广
区域公用品牌使用、管理和规范，提升“黄
河明珠”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成立并发
挥高青县地理标志产品协会联盟作用，启
动高青特色农产品营销体验中心建设和
运营。当年共争创绿色产品、无公害农产
品5个，成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直供基地，高青黑牛、昊锟菠菜获省级知
名农产品称号，高青龙虾获评市级知名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成功承办第五届淄
博市农民丰收节，参加中国农民丰收节北
京主会场农产品展、澳门贸易投资展暨山
东农产品推介会，农产品影响力得到全方
位提升。

高青西红柿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
产品，以其独特的口感和美味供不应求，

2022年先后荣获全市知名农产品品牌、
山东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其影响力和竞
争力日益增强，实现了从行业知名到市场
知名、从产地优势到产业优势、从产品经
济到品牌经济的飞跃，昔日不起眼的“土
特产”每斤卖到了30元左右，成为名声在
外的金字招牌。

在“五化”推进过程中，高青县
进一步明确了规模化路径

规模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基础和
基本方向，没有规模，就没有产业布局的
区域化、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农业技术的
标准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在“五化农业”推进过程中，高青县进
一步明确了规模化路径：第一，制定和推
行“五统一”标准，夯实规模化基础。通过

“育种育苗统一、肥料药品统一、技术统
一、管理统一、销售统一”，抓基地、建园
区、培主体，全面提升全县农业规模化水
平。第二，综合土地、水源等制约因素，扎
实落实特色优势产业有序推进规模扩张。
重点发展黑牛产业，大力推广总结“龙头
企业+党支部+合作社+农户”产业模式，
推动养殖户入园进区，建设高青黑牛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运营高青黑牛保种中心。
力争到2026年黑牛存栏达20万头以上，

建成黄三角500亿级黑牛产业集群，积极
争创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第三，因
地制宜，积极探索规模化种养殖模式。依
托全域水系，大力推广“荷虾共生”“稻虾
共作”高青小龙虾养殖模式。发挥科研院
所技术支撑作用，加快高青西瓜、西红柿
等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升蔬菜品
质，扩大种植规模。力争到2026年建成
标准化果蔬种植基地60个，种植面积达8
万亩。建设高青县智慧温室西红柿产业
园、高青黄河食品产业园、正茂农业产业
园等项目，拉伸产业链条，实现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

作为高青黑牛第二大龙头企业，山
东澳航和牛牧业有限公司按照“园区集
中、产业延伸、合作共赢”的思路，通过

“龙头企业+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农户”
的方式，带动发展肉牛养殖场400多处、
5000多户群众参与其中，养殖户总收入
超1亿元。

在“五化农业”指引下，淄博润美食品
有限公司这家全县最大的肉鸭养殖企业，
大胆变革养殖模式，通过生产、加工、销
售、物流、仓储、技术推广等环节的有机整
合，发展“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
联合体发展订单农业，实现了肉鸭养殖分
层次、规模化有序推进，肉鸭规模化发展
水平极大提升。

全面构建农业产业标准化种养殖
流程和农产品质量标准化体系

标准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和重
要抓手，是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
举措和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条件。

聚焦标准化，高青县以一、二、三产的
“三品一标”打造为核心，全面构建农业产
业标准化种养殖流程和农产品质量标准
化体系，围绕农业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全
力推动绿色产品、有机产品、无公害产品
及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推广和保护，建设
特色产业种养殖流程标准化体系和农产
品质量标准化体系。到2026年全面实现
农业产品、生产方法、生产管理的标准化。
围绕二产的“三品一标”，加快推动品种、
品质、品牌建设和标准化加工体系建设，
提升质量效益竞争力。在三产方面，则重
点加快推动品位、品宣、品销和市场准入
标准建设，提升品牌与渠道竞争力。

昊锟菠菜凭借标准化生产，开创了
“买全国、卖全国”的局面。以昊锟菠菜专
业合作社为龙头，推行全过程标准化，进
行“统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即把
好源头关、过程关、销售关，为农户统一提
供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品种，统一购买有机
肥与生物农药，以保护价格统一收购，统
一销售，“小菠菜”成长为全国“一镇一品”
瓜菜品牌。

淄博鼎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
事蔬菜标准化加工出口业务，产品质量远
超出口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规范，远销日
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是全市唯一一家
集种植、精加工和订单销售出口海外的龙
头企业。按照“五化农业”标准，从种植基
地选址开始，建成一整套科学严谨的种
植、栽培标准管理办法。建成标准化大型
冷库及分拣包装车间、蔬菜无菌处理车
间、标准化验室，从内陆到海外全过程可
监管、可追溯。

大力推广粮—饲—牛—沼—肥
生态循环种养发展模式

生态化是现代农业的核心要义和必
然选择，更加注重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的统一，是一种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在更
高意义上相互结合发展的综合性生产经
营方式。

高青县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机遇，大力推广粮—饲—
牛—沼—肥生态循环种养发展模式，创造
了畜禽粪污有效治理、粮食秸秆综合利
用、有机肥推广、地力改善提升的农业面
源污染综合治理的“高青模式”。仅淄博
禾富农业有限公司一家，每年就可处理利
用牛粪20万m3以上，生产商品有机肥料
10万吨、配方液体肥2500吨、水溶肥5
万吨。

在生态化的路径上，高青加快实施国
家级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项目，每年
推广有机肥10万亩；实施山东省地膜科
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推广高强度加厚地
膜2.6万亩。构建完善农药包装废弃物及
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体系。力争到2026
年，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体系逐步
完善。

淄博中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新“牧
光互补”模式，新建牧光互补牛舍11000
平方米，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打造种养
循环生态链，粪污干湿分离、固液分离、进
行分类处置，加大还田力度，固态废弃物
经处理后作卧床垫料，用于改善养殖场环
境，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为探索可持续发
展的生态化现代农业提供科学解决方案，
打造生态化养殖样板。

聚焦数字化
构建数字农业农村“一张网”

数字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
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孵化器，正
逐步成为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农民数字化水平提高的强大
动力。

聚焦数字化，构建数字农业农村“一
张网”，以数据资源中心、业务应用中心、
乡村治理应用中心等打造为重点，建设

“五朵云”和“一张图”，打造数字应用场
景，推动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精准化、管理
服务智能化、乡村治理数字化。

在数字化路径方面，一是打造数据资
源中心，提升数字收集、整理和开发效
率，提高数字资源价值。打造智慧小镇，
构建覆盖社会治理、乡村服务、农业生产
等领域数据库，形成一体化全域信息图。
到2024年完成3—5家数字化农业样板
打造，实现数字化种养基地全覆盖。到
2026年，数字化农业样板增加到10个。
二是打造五大云平台，全面提升高青农

业全产业链上云、用数、赋智能级。围绕
构建数字化共享系统与农事“云服务”，
打造双向流通数字化共享系统“云集
市”，构建全域旅游数字化共享系统“云
小镇”，构建县域普惠金融数字化共享系
统“云金融”，构建要素交易数字化共享
系统“云产权”。三是打造数据业务应用
中心，围绕特色产业，实现农业农村“一
张图”。围绕黑牛、奶牛、粮食等优势特
色产业，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搭建
数字大田、数字菜园、数字黑牛、数字奶
牛和数字小龙虾五大平台，实现农业农
村“一张图”。

今年以来，高青县在数字化布局方
面，已完成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一期建
设，“数智亮村”APP2.0版正式运行，链
接服务主体1000余个。打造智慧农业
云平台，在全省率先实现农田数字化、精
准化管控。搭建“黑牛管家”、奶牛、龙虾
大数据应用平台，培育纽澜地、得益乳业
等全链条数字化龙头企业。以唐坊镇、
木李镇为试点，打造智慧小镇，全面优化
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正茂农业坚持数字
赋能，以“智”提“质”，全力打造智能数字
化农产品加工车间，商品实现从买到卖、
快递从发到收实现全过程实时动态管控
和“一物一码”区块链追溯。高青黑牛示
范园区数字化应用场景，入选中央网信
办等7部委联合颁布的《数字乡村建设指
南1.0》向全国重点推荐26个案例之一。

今天的高青农业，以“五化农业”为
统领，“萝卜白菜装筐就卖”正在逐步成
为历史，数量型、粗放型的传统农业加速
向质量型、效益型的现代农业转变。未
来五年，“五化标准”将成为高青特色农
业发展的内驱力和外促力，高青“五化”
农业在全县特色产业覆盖率将达到80%
以上，特色产业均完成10个“五化”农业
样板打造，使之成为引领特色产业发展
的标杆。产生2至3个符合“五化”标准的
产业集群，在产业政策、金融保险、人才技
术等方面进行重点扶持，培育10家农业
产业化高新技术企业。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高青“五化农
业”这把金钥匙，开启了农业强县的发展
新模式，广袤乡村正展现出生机勃发新气
象，未来高青必将收获一个又一个丰收
年，打造一个又一个“新丰景”。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晓宁 通讯员 王克军

“五化农业”下的高青强农“新画像”
12月26日，高青县召开“五化农业”标准制定暨实施成果发布会，围绕“五化农业”这个主题深入探讨标准制定和推进路径，向全社会表明了高青县委县政府强农重农的强烈信号和以“五化”引领助推“三农”工作的鲜明态度，是对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县的再鼓劲再部署。
多年来，“农业”一直是高青最亮的标签，拥有“高青黑牛”“高青大米”“高青西红柿”等15个中国地理标志商标，数量居全国前列。小麦玉米大田作物轮作播种面积122万亩，蔬菜等设施农业10万亩，被誉为淄博农业的“压舱石”和“菜篮子”。

但不可否认，尽管近年来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大而不强、特而不优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成为传统农业大县向现代农业强县转变的制约瓶颈。
在今年年初召开的高青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上，高青县委书记刘学圣提出，高青要大力发展品牌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数字化的“五化农业”，加快构建高水平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推动“五化农业”连接联动，不断提

升高青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实现高青由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的跨越。
农虽旧业，其命维新。“五化农业”概念的提出，直击核心症结，切中要害所在，是高青对农业发展的一次精准定位和全新升级，是加快现代农业强县建设的“再出发”。以“五化”为统领，高青现代农业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西红柿丰收了。

规模化的黑牛养殖

数字化养殖

田野里的丰收场景

品牌化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