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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
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
村振兴投入机制，壮大县域富民
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盐城是农业大市，农业是盐城
大事。近年来，我市聚焦“强龙头、
补链条、兴业态”，以农业全产业链
建设为主线，培大育强农业龙头
企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
产力，做好做足“土特产”文章，培
育壮大一批有基础、有特色、有潜
力的乡村产业和特色产品，为乡
村振兴农民增收注入澎湃活力。

走进位于盐都未来食品产业园的江苏心思
源食品有限公司展示厅，老百姓喜爱的各式各
样中餐点心琳琅满目。“我们公司的速冻发糕、
香菇烧麦等特色产品，目前已热销全国80%的
城市。”该公司负责人自豪地说。

作为一家专门从事花式点心研发生产的食
品精深加工企业，江苏心思源食品有限公司立
足当地资源禀赋，牵头与粮食生产企业、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等成立了粮食产业
联合体，为食品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放心原料，
实现从食品安全到绿色健康的转型升级，形成
从田间地头到居民餐桌的食品安全链条。目前
该公司已吸纳本地群众就业350多人，年生产
能力达2万吨。

江苏心思源食品有限公司的发展之路正是
我市聚焦“6+N”农业全产业链体系，不断增强
产业链韧性稳定性，切实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的一个缩影。为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化

“链主”企业和骨干企业做大做强，我市积极引
导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兼并重组，组建大型
企业集团，着力建设优质粮油、绿色蔬菜等6大
重点产业链和一批县域特色链，实现规模化、集
约化经营，不断推动农业全产业链面上开花。
全市现有规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15家，农
产品加工产值达 3956.2 亿元；2 家企业新创成
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总
数达11家。今年1至8月，全市农业全产业链
规上企业开票达358.49亿元。

今年6月，我市印发了《食品产业焕新升级
工作方案（2024-2026）》，推动我市农副食品产
业向精深加工、食品制造业延伸，以更多高附加
值、高科技含量的精深加工产品引领盐城农业
产业化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以响水县西兰花产业为例，围绕西兰花茎
叶“变废为宝”，该县大力引进蔬菜精深加工企
业，将西兰花茎叶加工成西兰花脆片、腌制品等
休闲食品，每年可回收利用 12 万吨西兰花茎
叶。此外，该县先后建成20多座冷库，推动西
兰花实现错峰销售，助力西兰花产业年总产值
突破13亿元，累计带动4万多名农民增收致富。

强龙头补链条
助推产业层次“向高攀登”

在盐城港滨海港区以东一望无垠的海面
中央，一座巨大的白色“城堡”巍然屹立。这
个名为“陶湾一号”的海洋牧场，主要进行循
环驯化养殖大黄鱼、海鲈、黑鲪等高品质海
产品，目前已列入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名
单。而就在45公里外的海岸边，依托滨海港
LNG的优质冷能资源，一座占地2000平方
米的陆上冷水鱼养殖项目试点养殖车间已
投入运营。同时，LNG冷能低碳冻干食品项
目提速推进，海鲜交易市场项目进展顺利，
正在与国内头部物流企业进行对接洽谈。

在响水县，采取低密度多营养层次养
殖模式的海产品养殖基地高效有序运营；
在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二期工程
顺岸码头主体顺利完工……“躬耕”万顷碧
波，“放牧”蔚蓝家园，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
然禀赋，我市持续推动渔业向深海型、集约
型、高端型转变，为“蓝色粮仓”建设提供更
加坚实支撑。盐城海洋生物产业入选全省
农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典型案例。

海洋渔业的“创新+转型”折射出盐城坚
持科技兴农，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决
心和意志。为此，我市聚焦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等重点城市群，聚焦强链补链延链，全
力以赴招大引强、招优引新，不断扩大农业农
村领域有效投资。今年以来，新开工建设中粮
肉制品加工、银宝麦芽加工、藻蓝蛋白提取、益
生菌生物制品加工等亿元以上农产品深加工

项目38个，其中，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2个。
产业兴旺，园区先行。当下，我市持续

提升建设农产品加工集中区，通过内培外
引、产业联接、功能拓展，全面提升园区承载
能力，引导重大项目向园区集聚。目前，全
市建成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3个、
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4个、省级农产品
加工集中区10个，拥有一批国际先进水平的
肉品、米业、油脂等加工生产线，形成了以肉
类加工、熟食品加工、央厨产品加工、主食类
加工和冷链物流等企业为代表的雁阵型产
业集群，中粮、光明、益海嘉里、牧原、温氏等
一批国内知名企业以及先正达、中江、隆平
高科等知名种业企业落户盐城，射阳大米、
大鹤蛋业、正源创辉、乾宝湖羊等一批现代
农业产业标杆通过园区载体不断培育壮大。

抓项目扩能级 引领产业载体“向前而行”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盐城始终将
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培育特色农
业、休闲农业、“互联网＋”等措施，不断拓宽
农民的致富路。

大蒜产业是大丰区传统特色产业，作
为大蒜产业的核心区，丰华街道、大中街
道、南阳镇、新丰镇等区域，约 6 万户农户
参与大蒜种植，种植面积稳定在 10 多万
亩。由于产业带动，全区常年种植面积达
20 多万亩，产量达 50 万吨，种植规模仅次
于稻麦，是我市乃至苏北苏中地区重点规
模生产基地。

目前，“裕华大蒜”“南阳辣根”“恒北早
酥梨”等地理标志农产品已成功入选《中国
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录》和“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目录”，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江苏省优质水果金奖”等荣誉。这些品
牌的成功打造，不仅提升了地方特产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也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
竞争力。

以点带面，示范引领，依托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和规模种养基地，因业制宜、一业一
策，做好“土特产”大文章，策划开展“盐之有
味”特色美食遴选推介活动，积极打造“一县
一桌菜”，打响全市“盐之有味”特色美食名
片。截至目前，全市共建设农业产业强镇8
个，建成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十亿元

镇、亿元村各3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
村16个，壮大形成10亿元以上的县域特色
产业25个，盐都草莓产业入选全省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典型。

拓展乡村产业多种功能，着力打造乡村
休闲大花园，融合发展“农业+休闲观光、民
宿体验、康养休闲”等新业态，重点推进城郊
都市休闲圈和里下河水乡风光带、沿海滩涂
风光带、古黄河生态风光带“一圈三带”农旅
美景建设，大力开发乡产、乡游、乡食、乡宿
等综合体验项目和创意产品，推动美丽风景
华丽转变为美丽经济。全市休闲农业年综
合收入超230亿元，累计建成各类休闲农业
景点674个，创成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1个、
全国休闲农业示范县3个、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8个。

此外，我市还积极打造以“盐农云”农业
农村大数据平台为核心、各县（市、区）平台
为配套的“1+9+N”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矩
阵，持续开发特色化应用场景，不断提升平
台服务管理效能。同时，组织实施“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搭建平台、完善
服务、创新模式，鼓励发展农产品“生鲜电
商+”“中央厨房+”和直播带货、社交营销等
新模式。今年以来，全市农产品电商销售额
达128亿元、同比增长6.3%，农业产业化发
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聚特色促融合 带动产业业态“向新发展”

盐
城

““陶湾一号陶湾一号””海洋牧场海洋牧场

响水县西兰花产业响水县西兰花产业
LNGLNG冷能养殖冷能养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