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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芦溪县先后荣获国家

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现代农业科

技园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

“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全国第五批率先基本实现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

县”等称号，以及全省粮食生产先进

县、全省休闲农业示范县、全省现代

农业发展先进县、全省乡村振兴发

展考核优秀县区、全省富硒功能重

点县等省级称号。目前，该县共有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88 家，其中

国家级1家、省级13家、市级31家。

芦溪县坚持走生态、特色、高

效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当前，

该 县 共 有 36 家 企 业 和 74 个 产 品

通过富硒产品认证，数量居全市

前列。拥有绿色食品 9 个、有机产

品 8 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 3 个，总面积达 26 万亩

（其 中 油 菜 12 万 亩 、稻 谷 10.8 万

亩、芥菜 3.2 万亩）。银河紫溪蔬

菜基地获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

心试验示范基地认证，银河镇河下村（蔬

菜）获评全省第一批省级“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 （张 检）

芦
溪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步
入
佳
境

漂沙、滚沙、筛选、煮螺、灌装、灭菌……

近日，走进赣湘合作产业园上栗园区江

西三螺食品有限公司，一股清香扑鼻而

来，生产车间干净明亮、机器轰鸣，工人

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制作加工田螺，呈现

一派赶订单、忙生产的景象。

该 企 业 今 年 7 月 投 产 ，主 要 生 产 香

辣、麻辣田螺与花甲等预制及休闲食品，

通过线下和线上渠道，销往全国各地，预

计年产值超 5000 万元。

短视频、直播带货等业态的快速发

展，给上栗传统美食楚山田螺插上腾飞

的 翅 膀 ，小 小 的 田 螺 快 速 形 成 产 业 优

势。“当前，上栗县有田螺规模化养殖加

工企业 20 余家，田螺夜宵店 170 余家，涌

现出三螺、鼎弘、楚王等一批产值达千万

元的优质企业。”该县农业农村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主任王彬说。

近年来，上栗县坚持把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持续在乡

村产业振兴上下功夫，充分依托农业农村

特色资源，强化政策扶持，因地制宜发展

黑山羊、肉兔、田螺等特色优势产业，深入

挖掘舌尖上的“乡愁”，融合传统工艺和现

代技术，传承做大野生酸枣糕、紫苏饼、月

饼、挂面、红薯酒等传统美食，一个个特色

鲜明的致富产业不断开花结果。（欧阳林）

上栗 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活力迸发

湘东
杂交水稻种业扬优成势

近两年，湘东区先后获得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国

家级制种大县两个“国字号”招牌。

湘东区充分发挥种业资源优势，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

新，构建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

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实现了萍乡种业高质量发展。

湘东区制种面积常年稳定在 20 万亩，其中南繁制种面积

15 万亩、本地制种面积稳定在 5 万亩左右。2022 年本地制种

总产量达 1300 万斤，水稻产业总产值达 28.9 亿元。近年来，

该区累计审定 125 个（次）水稻新品种，鉴定 8 个自主产权的优

质不育系，申报植物新品种权 60 余项，平均每年国审、省审定

水稻品种 10 余个，科技创新能力位列全省前三。拥有参与南

繁制种的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2 家、专业制种公司和专业合

作社 12 家，制种大户 120 余户；参与本地制种经营主体共 63

家，其中制种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16 家，制种大户 47 家。

近年来，湘东区累计出台近 60 项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

在财政、信贷、保险、科技、人才、用地等方面支持种业发展。

创新出台并持续完善制种业发展资金扶持政策，优先满足制

种主体多元化信贷需求。 （张水萍 邱吟霜）

安源
推动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安源区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基础优势，依托特色辣

椒、禽蛋产业，通过优化发展环境、落实优惠政策，努力做大做

强食品加工业。目前，已发展规模以上食品加工企业 12 家，

占全区农业企业的 30%。

发展特色产业。为实现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安源区扶

持壮大了一批食品加工产业，有以新农园、金瑞、恒泰、益康乳

鸽为代表的禽蛋产业，以花蝴蝶、黄家将为代表的辣制品产

业。特色产业逐步实现农产品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由

传统工艺向采用先进技术转变，推动食品加工主导产业延链

补链做大做强。2022 年，安源区禽蛋产业综合产值达 2.7 亿

元，辣椒制品产业综合产值达 2.5 亿元。

以辣文化、工矿文化为主题，做好食品产业与工矿特色文化

相结合文章，打造农旅融合发展的新平台，推进三产业融合发

展。依托安源区食品产业园区建设，实现招大引强、招新引优新

突破。今年以来，安源区开展专项招商引资 9次，签约了江西萍

乡市黄家将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辣椒酱加工运营项目、糯

麦（花蝴蝶）食品智能工厂项目和内蒙三胖蛋南方销售中心项目

三个食品产业项目，签约金额4亿元。 （杨林奕 向 华）

莲花县是传统农业县，近年来，该县

以工业化理念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坚持

“种养融合、种为养用”的基本方向，以“粮

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大力实施一头

牛、一道菜、一朵花、一粒米、一山宝、一条

龙“六个一”工程，成功创建国家有机食品

生产基地建设示范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水稻、油菜）标准化生产基地、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全省一类富硒功能重点农

业县，入选 2023年部省共建江西绿色有机

农产品基地试点省“县级先行标杆”。

莲花县坚持走品牌发展之路，以农产

品品牌建设为核心，着力强化“莲花血鸭”

“胜龙牛肉”“吉内得大米”等品牌效应。

先后开展“莲花血鸭赣菜非遗”高铁专列

和 上 海 黄 浦 江 游 轮 宣 传 活 动 ，“ 莲 花 血

鸭”进长沙等系列活动，推动“莲花血鸭”

走进长沙 100 家餐饮门店；在萍“湘”美食

文化节上，与赣味集团、深圳 70 年代等 10

家企业达成莲花血鸭供应协议。胜龙牛

业入选江西省十大新锐消费品牌，“吉内

得大米”获赣鄱正品品牌，入选中国驰名

商标。据了解，该县共有“两品一标”农产

品 37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10 个，整合

18 类 134 款农产品冠以“莲小花”区域公

用品牌，为莲花农特产品做大做强奠定坚

实基础。 （欧阳鹏程 刘嘉昊）

萍乡 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萍乡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全力培育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

做大做强。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

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取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该经开区共有 11 家国家、省、市农产

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中国家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1 家、省级农业产业加工

企业 5 家。今年上半年实现产值 11.6 亿

元，税收近 1 亿元。

搭好四个平台，助力企业发展。经开

区 党 工 委 、管 委 会 积 极 搭 建 政 企 帮 扶 平

台 。 定 期 走 访 、上 门 服 务 ，专 题 调 度 、倾

听 诉 求 ，挂 点 帮 扶 、解 决 困 难 ，形 成 督 导

通报推进机制，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企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协调金融部门

搭建银企合作平台。2023 年，为经开区 9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争取到 0.89 亿元的贷

款，对省级农 产 品 加 工 企 业 给 予 了 一 定

的贴息补助。搭建培训服务平台。组织

企业培训，争取 500 万元的资金，促成江

南大学、南昌大学在甘源、百约等企业设

立 博 士 工 作 站 等 科 研 技 术 平 台 ，助 力 企

业创新升级。搭建行业之间合作交流平

台 ，通 过 以 商 招 商 、链 条 招商，促进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目前，该经开区已经形

成 了 豆 类 加 工 、油 茶 加 工 、大 米 加 工 、饲

料加工、药材加工等五大类农产品加工产

业集群。 （杨 科）

萍乡武功山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齐头并进

近年来，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在全域、全季、全产业链

上发力，形成以高山绿茶、特色水稻、设施蔬菜及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为主导的农业产业格局。

将美丽乡村建设与旅游相结合，对茅店村、东江村和槽下

村等村庄进行重点打造，擦亮村容村貌，提升环境品质，大力

发展乡村避暑旅游经济。开展茶叶产业扩容增效行动，依托

茶叶资源优势推进农业产业特色化转型，推出“一户一亩茶”

项目，目前全区油茶种植面积达 2 万余亩，茶叶经济林 4000 余

亩，其中富硒茶 800 余亩，打造了“万龙山茶”品牌，其中“万龙

松针”荣获 2021 江西“赣鄱正品”认证品牌。开展优质特色稻

米扩产增效行动，扶持发展了富硒大米一体化项目，带动麻田

村、大江边村、茅店村、黄江村、东江村、牛宕村等村农户种植

4000 余亩优质特色水稻，发展“舌尖武功”“美味武功”等系列

土特产品；结合全域旅游，发展林氏豆腐、兴宸农业、舌尖武

功、牛宕哩等特色农产品。 （欧阳熙 郭善伟）

经开区 大力培育龙头企业

莲花 走品牌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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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食品产业“头雁”企业授牌 徐 文/摄 萍乡市食品科技产业园挂牌开工 徐 文/摄

江西新农园实业有限公司宝贝蛋养殖基地江西新农园实业有限公司宝贝蛋养殖基地

武功山金针花喜获丰收武功山金针花喜获丰收

莲花胜龙牛业有限公司莲花胜龙牛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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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萍乡农业农村工作大事要事

特别多。7 月召开全市食品产业发展推进

会，9 月召开第五届江西省优质稻种业大

会 ，10 月 召 开 全 市 食 品 产 业 第 二 次 推 进

会。萍乡市食品科技产业园挂牌、现代粮

食产业园开工、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招商

项目签约，重点食品企业颁证授牌等。一

系列“大手笔”充分体现萍乡市委、市政府

坚定不移育动能、矢志不渝促转型，全力

以赴推动萍乡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

心和信心。

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

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近年来，

萍乡农业农村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工业化理

念和市场化方向，不断探索农业产业化经

营新路径、新模式，重点发展现代种业、优

质稻米、草地畜牧、设施蔬菜、油菜油茶五

大主导产业，做大做优硒锌功能产业、食

品加工产业两大特色产业，为农业高质量

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农业产业化迈出坚实步伐

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引领者。近年

来，萍乡市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头雁引

航·雏鹰振飞”行动，外引内培双向发力，壮

大一批“头雁”企业，培优一批“雏鹰”企业，

打造出一个高质量龙头企业方阵。全市现

有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95 家，其中，国家龙

头企业 5家、省级龙头企业 61家。

找准产业重点，凸显产业特色。立足

资源优势构建产业体系，逐步形成安源以

禽蛋为主、湘东以制种为主、芦溪以生猪

和蔬菜为主，上栗以黑山羊和肉兔为主，

莲花以优质稻米和肉牛为主的发展格局。

产业融合水平不断提升。培育了甘

源、天涯、胜龙、吉内得、一村等一批“种、

养 、加 ”行 业 和 社 会 化 服 务 业 的 骨 干 企

业。推出花蝴蝶、宝贝蛋、黄家将等一批

引领新型消费需求的名优产品。全市农

业社会化组织达 1877 家。

高位推进食品产业发展

走进萍乡市食品科技产业园区（上栗

园区），一阵阵食品芳香扑鼻而来。该园

区 是 萍 乡 市 食 品 科 技 产 业 园 区“ 一 园 多

区”之一。今年建成以来，便吸纳 4 家企业

落户，其中江西三螺食品有限公司 7 月投

产，今年预计产值超 5000 万元。

上栗园区是萍乡食品产业发展的一

个缩影。

今年以来，萍乡市抢抓湘赣边区域合

作示范区的建设机遇，加快构建区域协调

发展新格局，将食品产业作为新动能培育

赛道之一，高位推进食品产业发展。

设立 20 亿元食品产业发展基金。以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按照“一

园多区”建设思路，推动萍乡市食品科技

产业园建设。目前，上栗园区正式挂牌开

工，芦溪园区正在建设中，莲花园区即将

开工。

招大引强蓄势赋能，市主要领导多次

带队赴山东、广东、浙江等地招商，推动萍

乡与京东集团、阿里巴巴、南昌大学等企

业与院校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备忘录。

扶持了一批经营主体。首批认定 7 家

食品产业市级“头雁”企业和 12 家“雏鹰”

企业。目前，全市 500 万元以上食品企业

68 家，预计 2023 年规上食品主营收入达 45

亿元，同比增长 25%。

民以食为天，萍乡高位推进食品产业

的发展，既为工业强市开辟了新赛道，也

为农业产业振兴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撑。

种业大市再上新台阶

今年 4月 18日 ，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大

门口，增添了一块新牌匾——萍乡市南繁

服务中心，旨在加快发展壮大萍乡制种业。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长久以来，萍

乡人筚路蓝缕、前赴后继，为振兴国家种

业贡献力量，赢得了“水稻制种看南繁，南

繁制种数萍乡”的美誉，形成南繁、本地、

外埠“三位一体”的产业格局。萍乡制种

每年生产的水稻种子占全国供种量的近

20%，南繁制种总面积、产量常年占全国

南繁杂交水稻制种总面积、总产量的 85%

以上。

近两年，萍乡市积极推进种业大市建

设，种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先后争取到

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和国家级制

种大县两个大型项目。中国水稻研究所

江西早稻研究中心和江西农大水稻研究

所相继进驻萍乡。萍乡本土制种规模成

势，形成以湘东区为中心，辐射带动全市

种业发展的“一核多区、一中心多基地”布

局。一批种业企业纷纷落户萍乡，拥有天

涯种业、广陵农乐、鸿稻农业、南繁种业等

种业公司 18 家、制种专业合作社 12 家、制

种大户 130 余户，与国内 50 多家种子企业

合作进行水稻制种，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萍乡市委、市

政府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和重大民生工程抓紧抓实，坚决守牢

粮食安全底线。

今年以来，萍乡市已投入近 9000 万元

对粮食生产进行全面扶持。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多次赴县（区）实地调研督导，带

头算好“粮食账”“耕地账”，形成市县（区）

乡镇村“四级书记”抓粮食安全的工作格

局 ，全 市 早 稻 播 种 面 积 同 比 往 年 增 长

64%。全市杂粮种植面积大幅增加。

根据萍乡市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萍乡将大力发展有机绿

色大米、富硒大米稻虾（鸭、渔）米和紫红

米，以莲花、芦溪、湘东为重点区域，建设

15 个万亩高产优质水稻生产示范片。

深 入 实 施“ 藏 粮 于 地 、藏 粮 于 技 ”战

略，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

发展，全市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 64.61 万

亩，农机总动力达 65 万千瓦，加工烘干仓

储配套企业达 96 家，建立全程机械化综

合农事服务中心（A 类）3 个、育秧中心 29

个，水稻机械化育秧单季育秧能力达 13.8

万亩。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富饶而美丽的

萍 乡 ，遍 地 丰 收 景 象 ，处 处 充 满 幸 福 和

快乐。 （万五星 王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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