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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农业“压舱石”的棋局与未来

战略

4月20日，谷雨。
高青县花沟镇花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占地168亩温室大棚中，迎面扑来一股
清香，崔爱民正忙着了解棚内作物生长情
况。望着长势喜人的22万株高青西红柿，
丰收的希望在他的心头肆意荡漾。

作为县党代表，回想年初县里确定的
“五化”思路，崔爱民仍激动不已。

“五化”，是高青官方对其现代农业发
展战略的一次重新定位。对高青农业而
言，“五化”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
战，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超常规的
方法和举措，更需要久久为功的韧劲。

随后在2月7日，高青县委、县政府正
式成立了强农惠农工作指挥部。

作为调度全县农业领域工作的机构，
由四名县领导出任指挥和副指挥，高青官
方成立强农惠农工作指挥部的目的，就是
强调战时状态，就是要以超常规举措解难
题、抓推进、促落实。

2月8日，高青县委召开“事争一流、唯
旗是夺”誓师大会。会上，刘学圣指出，强
农惠农工作、园区建设工作及文农旅融合
发展三个指挥部分别对应了“三篇文章”，
是高青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

其中，农业农村领域所对应的强农惠
农工作指挥部，要发挥农业大县基础优
势，围绕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
数字化“五化”农业，探索建立指标体系、
工作体系，打响做大高青黑牛、高青西红
柿、小龙虾等特色品牌，整合资源加力培
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真正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走出高青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子，在乡村振兴上在全市树标杆、当典型。
此后，在机制与政策保证下，指挥部全员
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预计5月底前，高青县将完成“黄河明
珠”品牌注册，规范使用15件国家地理标
志商标，届时，他们将通过举办展销会、推
介会，不断扩大高青农产品品牌影响力。

以基于“五化”背景下的黑牛产业为
例，申彩虹表示，高青将进一步扩大农业
产业规模，加强高青黑牛产业发展的顶层
设计，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种质认定

工作，落实现有政策，研究制定新政策。
齐鲁壹点获知，目前，高青县已制定

高青黑牛标准化养殖技术规程，全面提高
黑牛产业的标准化水平，而通过绿色种养
循环农业试点县等项目，高青的农业生态
化治理亦将得到全面提升。

可以说，“五化”开路，高青农业领域
的一系列动作已渐次展开。

逻辑

农虽旧业，其命维新。
3月8日，刘学圣调研强农惠农指挥部

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
科学编制品牌农业发展规划，借助各项政
策利好，加快补齐短板，以“五化”农业建
设为统领，进一步打好农业品牌建设组合
拳，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谋局中，高
青为何要在“五化”上下足功夫？

在西红柿种植者崔爱民看来，推进农
业品牌化是高青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
理由是，只有通过品牌化赋能，才能实现
农产品价值的最大化。

不仅仅是品牌化，高青黑牛龙头企
业——— 山东纽澜地何牛食品有限公司(下
称纽澜地)总经理杜斌认为，规模化和数
字化在现代农业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规模，高青黑牛就很难形
成产业化的优势。”杜斌表示，基于规模化
的考量，他所在公司正在加速实施高青黑
牛的存栏量扩增计划。

与此同时，纽澜地还通过“黑牛管家
平台”，用大数据嫁接起了黑牛育种、生态
养殖、屠宰分割、精深加工、智能交易市
场、冷链物流、终端配送整个流程，对黑牛
产业的全链条的数字化升级，建起了从牧
场到餐桌的数字化管理体系。

纽澜地的数字化转型，是高青提升农
业农村数字化水平的一个缩影。

高青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忠远告
诉齐鲁壹点，作为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县，高青县深入推进农业数字化，建设农
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将粮食、黑牛、奶牛、
小龙虾等特色产业数据信息整合运用，实
现了全县涉农数据“一张图”，推动农业全
产业链条数字化发展升级。

产出放心农产品的关键，也离不开农
业的标准化。“标准化支撑起了现代农业
的高质量发展。”高青县畜牧渔业服务中
心主任尹香田说。

同样以高青黑牛产业为例，尹香田介
绍，在制定高青黑牛标准化养殖过程中，
龙头企业根据专家指导优化后的标准化
流程，要求合作的养殖户及合作社按照标
准流程养殖黑牛，符合标准的黑牛再由龙
头企业进行收购。

而作为高青推动生态环保治理的主
力军，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在促
进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快速发展上具有重
要影响。

高青县数字乡村发展中心高级农艺
师王少山告诉齐鲁壹点获知，高青绿色种
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按照两种方式进行
粪肥还田，一种为堆沤生物有机肥，一种
为条垛式堆沤有机肥。目前，全县共生产
粪肥4 . 22万吨，推广面积达5 . 94万亩。

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高青化肥用量
26228吨，较2020年减少化肥使用2276吨，
减少8%，化肥减少比例达高青历史之最。

“品牌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数
字化农业，每一个单独拿出来谈都不新
鲜，但高青要做的就是将这‘五化’系统推
进，从而持续做大做强高青特色农业。”高
青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申彩虹说。

路径

一方面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的重大历史机遇，另一方面

“五化”思路的持续推进，高青现代农业产
业在此基础上，未来将达到怎样的高度？

在3月27日召开的高青县重点工作指
挥部工作汇报会上，高青县政府副县长李
永给出了答案：

品牌化方面，2022年高青县将注册
“黄河明珠”区域公用品牌，规范使用15件
国家地理标志商标，通过举办展销会、推
介会，不断扩大高青农产品品牌影响力；
推进市场主体培育工程。

规模化方面，高青要将粮食种植面积
稳定在120万亩以上，积极创建吨粮县。黑
牛存栏10万头，奶牛存栏5万头，全力突破
高青黑牛产业。举办高青黑牛文化节、高

青西红柿优选大赛等活动。打造规模化农
业样板，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建成规模化
养殖园区和蔬菜种植基地。

标准化方面，今年高青还将研究制定
高青黑牛、高青大米、高青西瓜、高青西红
柿、高青小龙虾等5个产业标准化种养殖
流程和农产品质量标准化体系，指导农业
主体按标准化流程组织生产，打造标准化
农业样板，推广先进经验。

生态化方面，制定生态化农业发展规
划和标准，构建完善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
治理体系，打造生态化农业样板。

在数字化方面，今年高青将建设数字
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构建农业农村工作

“一张网”，打造数字化农业样板。
“预计到2024年，高青将启动运营高

青特色农产品营销体验中心，实现年接待
参观者10万人次。成功创建吨粮县，打造
高青黑牛百亿级产业集群，引进3—5家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2—3家农业生态化高新
技术企业，完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生态化布
局。实现数字化种养基地全覆盖。”高青县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管德说。

除此之外，高青县还强化争取招引，
统筹资源整合，助力农业“五化”发展。

具体来看，高青县目前正积极与山东
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推动
乳业技术研发与应用，全面提升农业产业
的质量效益竞争力，培优培强高青农业品
牌。

在招商引资方面，高青县正积极推进
与青岛水滴联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科
智联国际产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山东
领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着力在建
设预制菜园区，拉伸产业链条求突破。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着力完善

‘五化’体系，提升‘五化’水平，拼出全力、
拼出决心、拼出毅力，瞄准国家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争创
工作不放松，打造黄河流域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示范县。”申彩虹说。

借助地域优势和顶层设计，黄河腹地
新城高青能顺利实现其在农业上的庞大
计划和理想吗？

跨越路上，时间一定会给出满意答
案。

淄博农业的“压舱石”是谁？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淄博粮

食总产量为144 . 7万吨，蔬菜及食用菌
总产量为195万吨。其中，高青县的这
两项数据分别为57万吨和50万吨，占全
市的比重分别达到40%和25%。

由此，高青成为淄博农业不折不
扣的“压舱石”和“定盘星”。

地处北纬37°世界优质农产品黄
金纬度线的高青，北依黄河，南邻小清
河，是山东的特色农业基地，拥有“高
青黑牛”“高青大米”“高青西红柿”等
15个地理标志商标，为全省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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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构建农业“五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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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界看来，“五化”的提出，是高
青对农业发展的一次重新定位和重新
升级。

那么，作为淄博农业“压舱石”，
“五化”的背后到底折射了这个传统农
业大县怎样的战略意图？

记者 胡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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