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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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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东丰县紧紧围绕特色农业产业“一园、三区、五
带”总体布局，“一园”即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三区”
即黄牛养殖示范区，农产品加工区，生猪生态养殖区。“五带”即
食用菌、蔬菜、瓜果、林果、花卉产业带。统筹资源优势、政策
优势、环境优势，全县农业特色产业总体发展，呈现出持续向好
的发展势头。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以创投园建设为承载，加快梅花鹿产业发展
精心谋划的总投资 23 亿元、占地 74 公顷的“东丰—国际

梅花鹿产业创投园”一期建设工程的综合服务楼主体框架建设完
工，明年 10 月投入使用。投资 2000 万元启动建设的“吉林梅花
鹿种源保护中心”，已完成 4 个种源保护场标准化改造。养鹿官
山园、皇家鹿苑博物馆相继投入使用。正在组织制定东丰梅花鹿
系列标准 16 项，拟制定省内通用标准 9 项。出台了《东丰国际梅
花鹿产业创投园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东丰县金融支持梅花鹿产业
发展指导意见》，县财政拿出 500 万元作为梅花鹿产业贷款担保风
险补偿资金，推出“吉鹿贷”贷款担保产品，设立产业发展基金
2000 万元，在人才引进、种源保护、成果转化等方面予以重点扶
持。预计，今年年底，梅花鹿饲养量达到 23 万头以上，全产业链
产值实现 22 亿元以上。

（二）以龙头企业为牵动，努力推进“三区”发展
今年那丹伯黄牛交易市场交易黄牛 34717 头；华欣庄园存栏

黄牛 1030 头，代养 120 多头，累计销售 700 头。以东丰镇、三合
乡为主要布局，以唐豆豆、福源果仁、华粮生化、鑫源米业等企
业为承载的果仁、粮食加工企业发展到 38 户。截至 8 月末，果
仁加工业实现产值 8100 万元，出口创汇 600 万美元；粮食加工业
实现产值 4.1 亿元。以横道河镇为生态养猪示范基地，以杨木林
镇、小四平镇等为辐射带动的生猪养殖格局初步形成。横道河镇
已建成万头以上生态养猪龙头企业 2 个。德兴探感目前存栏原种
猪 3674 头，出栏二元仔猪、中大猪 32000 头；腾祥牧业目前存栏
10500 头，出栏 15000 头，2 大公司生猪饲养量占全县生猪饲养量
的 19%以上。截至 8 月末，全县生猪存栏达到 13.22 万头，超额
完成市政府下达的生猪稳产保供指标。

（三）以资源优势为依托，不断深入“五带”产业发展
食用菌产业格局进一步优化。全县食用菌栽植面积达到 1584

亩，形成了以黑木耳、香菇为主导，以平菇、滑子菇、大球盖等
搭配的食用菌产业体系。建成了黑木耳、香菇规范化示范基地 5
个。佰晟源公司富硒木耳成功打造了“佰晟源”独立品牌，获得
“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地理标志使用权，填补了辽源市食用菌
市场高端产品的空白。2020 年全县新建羊肚菌生产日光温室 450
栋，建成总面积 30 万平方米的羊肚菌示范园区 6 个，明年可达
产达效。瓜果、蔬菜种植面积稳中有升。积极扩大东丰镇、大兴
镇、三合乡棚膜经济示范园区发展规模，积极引导沿东长线、东
草线、东西线的二龙山乡、沙河镇、大阳镇、拉拉河镇等主要乡
镇发展小拱棚西瓜、地膜西瓜、晚秋西瓜等。2020 年，全县瓜果
蔬菜栽植面积发展到 1.5 万亩，同比增长 17.2%，预计可实现产值
9700 万元。林果产业明显加力。以国有林场为主导、以林业科技
企业为支撑、以专业合作组织为带动，以产业扶贫为方式，带动
发展林果业和林下经济发展。建成产业扶贫基地 7 个、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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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全县红松果林、大榛子、蓝莓、苹果、黑果花楸、中药材
面积分别发展到 2.6 万亩、1.1 万亩、975 亩、1.7 万亩、2625 亩、
2.8 万亩。预计产值实现 1.86 亿元，同比增长 4.7%。西城区花卉
产业园建设不断升级。西城花海占地面积达到 1845 亩，种植黑心
菊、金娃娃、红宝石等花卉品种 23 个，并与水利风景区、今胜
村农民画长廊、民宿、文化体育活动广场等景观毗邻，截至 8 月
末，游客总量达到 68 万人次，现已成为东丰市民游玩、观光、休
闲的理想去处。

二、存在的问题
（一）特色产业特而不大
部分产业规模较小，布局分散，标准化生产水平不高，产品

缺少市场竞争力。一些农产品缺乏深加工，产业融合层次较低，
价值链和利益链得不到提高和完善。

（二）缺少领军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多数企业实力不强，年产值在 2000 万元以下。部分企业品

牌意识不够浓厚，产品市场占有率不高。企业受贷款和融资困
难、征用或流转土地难和环保压力等限制。

（三）市场波动大
部分农产品市场供求波动大，给一些生产主体造成经济损

失，部分产业发展忽冷忽热，缺少可持续性。受疫情影响，唐豆
豆、兴荣、瑞华等规上食品加工企业生产不能达到满负荷，下半
年产品进出口压力增大。

三、下一步打算
（一）在梅花鹿产业发展方面
以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建设为核心，充分运用专项

债卷+PPP运作模式加快建设进度，加大园区招商力度，积极培育
龙头企业，加快推进“梅花鹿+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加快修建
小四平乡村皇家鹿苑博物馆，改、扩建扎兰芬围民俗文化园，建
设龙头湖生态旅游综合体。持续实施产业基金扶持政策，每年设
立产业发展基金 2000 万元。

（二）在畜牧业产业方面
引导企业扩大饲养规模和畜禽品种改良。培育和引进有实力

的现代肉类屠宰加工企业 1 家。实施品牌战略，提升全县畜产品
市场竞争力。巩固和完善免疫无口蹄疫区体系，加强疫情预警监
测和疫病防控规范操作。

（三）在农产品加工业方面
以“搞好规划、整合资源、做活流通、创建品牌”为抓手，

进一步搭建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平台，做好龙头企业发展规划，
加强企业联合、新上精深加工项目，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引导
和扶持企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四）在五大产业带方面
瞄准新兴产业，聚焦朝阳产业，及时调整战略思路，引导

建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用大产业抵御市场风险。加快打造六禾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发挥羊肚菌示范园区辐射带动作用，提高蓝
莓、黑果花楸、大榛子种植面积。谋划建设黑果花楸加工企业，
继续培育刺老芽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