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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金乡生机盎然,大蒜飘香。
7月29日，由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主
办，金乡县大蒜协会承办的第21届
中国·金乡大蒜节暨大蒜辣椒产业
高峰论坛在金乡县隆重开幕。本次
活动以“以蒜为媒·共享发展”为主
题，广邀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
家齐聚金乡，汇聚智慧、共享发展，
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合
作，持续开创金乡大蒜产业高质高
效发展新局面。

开幕式上，金乡县被授予“中国
大蒜产业示范县”。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农科院、中国
农科院南方经济作物研究中心分别
与金乡县人民政府、食品产业园及
相关企业签订科研合作协议。来自
上海、辽宁、浙江、成都等地的企业
与金乡县大蒜企业签订了共计59万
吨的大蒜集采协议。在“中国大蒜产
业联盟”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中国大
蒜产业联盟倡议，国内大蒜企业代
表签订了《大蒜产业联盟成员自律
承诺书》。

以蒜为媒 共享发展
第21届中国·金乡大蒜节暨大蒜辣椒产业高峰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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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蒜辣椒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暨中国食品高校金乡行活
动上，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院、
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学者及金乡
企业家代表分别作了《国内国际
双循环下的大蒜出口》《大蒜产业
加工与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大蒜
产业的现状及发展》《中国大蒜国
际贸易形势分析》的主旨演讲。在
随后举行的高峰对话上，全国大
蒜辣椒行业知名企业家代表、从
事大蒜辣椒食品加工知名专家学
者、国内行业资深人士等就大蒜
辣椒产业发展、精深加工、贸易流
通等议题进行了精彩分享和积极
互动，共同为大蒜营养健康食品
开发以及“双辣”产业高质量发展
把脉会诊、建言献策。

展期为7月29日-30日的金乡
大蒜辣椒产品展销会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70多家参展商汇聚国
际蒜都中心，同期展出各自的“人
气”产品，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采购商。展销会展出面积3000平
方米，设立金乡大蒜及制品展示
区、辣椒及制品展示区、金乡名优

特产品展示区、贸易洽谈区、大蒜
农机展示区。展出产品涵盖金乡
大蒜、辣椒精深加工产品、大蒜机
械及金乡县特色农产品等。

活动还将举办大蒜产业科技
创新与功能产品研发对接会，中
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齐鲁工
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中医
药大学、山东省农科院、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院等
高校院所的国内知名食品行业知
名专家、教授将介绍各自的研究
情况，同时和金乡大蒜企业就技
术需求进行交流。

金乡因蒜而名、因农而兴，素
有“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
金乡”的美誉。全县常年种植大蒜
70万亩，带动周边区域种植超过
200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的1/3以
上。近年来，金乡县坚持“跳出农
业抓农业”，着力做优“一产”、做
大“二产”、做强“三产”，规划建设
了全国面积最大的专业化食品产
业园，建成运营了全国首家以大
蒜为主的拍卖中心、全国首个服
务县域经济的海关贸易便利化服
务中心和3处农业农村部定点市

场，冷链物流贮存能力超过300万
吨，研发生产大蒜深加工产品40
余种，出口170余个国家和地区，
年加工出口总量占全国的70%以
上，金乡大蒜先后获得中国驰名
商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欧
盟地理标志认证等称号，连续九
年荣获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
奖，品牌价值达到218 . 19亿元，实
现了从“耕种收”到“产加销”高效
衔接，世界大蒜“五大中心”地位
得到进一步巩固。

在推动大蒜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同时，金乡县积极探索加快
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全面推行大
蒜套种辣椒“双辣”模式，大力发
展特色果蔬，形成了4 0万亩辣
椒、万亩葡萄、万亩芹菜、万亩梨
瓜、万亩食用菌等一批特色经济
作物，有力带动了县域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成功
入选省部共同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示范县暨率先基本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试点县和首批
省级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县域
经济呈现出“一业活、百业兴”的
良好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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