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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传涛 王兆锋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0月20日上午，中国状元坊

红木聊城金丝楠馆正式进驻聊城市顺屹家居。
馆内经典、传世的“状元坊”明清古典家具，以精
选金丝楠、黄花梨、紫檀等名贵、珍稀木材为原
料，精心设计，由具有丰富宫廷家具制作经验的
艺术工匠，采用纯手工精雕细琢而成。

据状元坊集团聊城分公司负责人介绍，聊
城金丝楠馆的开业填补了聊城大型、高端、专
业红木市场的空白，对聊城文化和水城红木家
具市场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也是
聊城实施大招商活动中取得的成果之一。目
前，该集团投资聊城近1亿元。

1 . 聊城市华美建材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预先核准通知书丢失，声明作废。

2013 年 10 月 18
日

2 . 聊城昭柱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企
业注册号 371500200021462 ，企业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

中国状元坊红木

落户聊城

□付刚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0月21日，中原现代农

业发展先行区合作协议签字暨中原现代农
业商学院揭牌仪式在莘县举行。

聊城副市长耿涛表示，莘县与聊城当代
集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三方合作，总投资
150亿元，建设中原现代农业发展先行区、创
建中原现代农业商学院，是莘县招商引资工

作的又一重大成果，也是集地方、企业、院校
成功合作的一个样板，为下一步莘县乃至聊
城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原现代农业发展先行区项目位于莘
县县城东部，北起小康街，南接振兴街，东至
莘县县界、西至槐堂路，总规划占地面积约
17平方公里，预计开发8年。按照“两轴一带”
布局，建设“八大功能区”。其中，“两轴”是指
以鸿图街为东西主轴，形成物流贸易街道；
以东升路为南北主轴，形成莘县观景大道。

“一带”是指沿徒骇河两侧形成休闲观光旅
游观景带。“八大功能区”即冷链物流及综合
加工区、会展中心区、农产品交易市场区、荷兰
式现代标准化设施农业样板区、国际农耕文
化园、中央商务区及高端服务区、温泉小镇、万
亩以上高科技标准化设施农业种植区。

据悉，为打造荷兰模式的国际一流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创办方还将聘请绿色世界研
究所食品大都会团队——— 荷兰瓦赫宁根大
学奥泰拉，对项目内农业板块进行概念性规
划设计。

中原现代农业发展先行区项目签约

□ 本报记者 高田

悠久的阿胶发祥史

据史料考证，阿胶的发源地在今天阳谷县阿
城镇岳家庄一带，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梁《名医
别录》中有阿胶“生东平郡，出东阿”的记载。东平
郡即今天的东平、汶上一带，东阿即现阳谷县阿
城镇以东地区。

独特的阿井水熬制出道地的阿胶。阿井就是
古阿井，在阳谷县阿城镇岳家庄西北。阿井水是
河南济水的一股潜流，经地下岩石和沙砾层滤
过，不但起到清洁作用，同时也渗入钙、钾、镁、钠
等矿物质，故色绿质重，每立方水比一般井水或
河水重3至4斤，用此水与驴皮熬制阿胶，因水质
重，杂质及漂浮物便于打上来，虽经炎夏酷热，也
不变质。

古阿城岳家庄一带熬胶历史悠久，明末清初
形成了以东阿、阳谷阿城镇两个阿胶生产中心。
历史延绵，1951年至1958年，仅岳家庄一个村子
就有225人次先后到济南“福兴堂”、天津“达仁
堂”等22家药厂传授熬胶技艺。

1952年，东阿县药材公司把熬胶工人请到了
一起办起了东阿阿胶厂。东阿县有72面琉璃井，
经山东地质厅第一水文队化验，东阿琉璃井水比
重1 . 0038，与阿井水成分相近，系同一水系，每一
立方米水超过常水3 . 5千克。正是有了含矿物质
丰富的地下水系，才熬制出了正宗的阿胶。

阿胶产业前景广阔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是阿胶行业的
龙头老大，东阿阿胶所生产的阿胶块占据国内市
场的半壁江山。除此之外，东阿县、阳谷县和相邻
的平阴县也有大大小小的阿胶生产企业近百家。
在阳谷县阿城镇岳庄村一带，仍有保留着熬胶工
人掌握熬胶的传统工艺，直到现在，阿城镇的熬
胶师傅仍是众多阿胶厂的技术专家。

2002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公
告，“东阿阿胶”被认定为原产地标识，“东阿牌”、

“福牌”、“东阿镇牌”都被纳入了原产地标识之
列。

“阿胶产品的质量和地下水水质有很大关
系。阿胶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生产条件要求也
不高，阿胶的质量和信誉来自于优质的地下水资
源、高质量的驴皮和严格的生产工艺。”聊城大学
一位长期关注阿胶产业发展的学者称，从这一点
来看，阳谷阿城镇、东阿县和平阴东阿镇，都可以
看作为正宗阿胶的产地。作为有着三千多年阿胶
历史文化的东阿县和阳谷县，更应该大力发展阿
胶产业。“阿胶既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又是一
笔巨大的经济财富，丰富了祖国医学胶类药品的
发展，同时创造了经济价值，养活了数以万计的
阿胶从业者，阿胶有着较大的市场，行业发展前
景也较为广阔。”

从单一企业扩展到全产业链

作为行业引领者，东阿阿胶正从单一企业扩
展到全产业链。长期以来，阿胶的原料驴皮一直
是制约阿胶行业发展的大问题，东阿阿胶近年来
在新疆、甘肃等地建立了20个养驴示范基地。其

中位于东阿县的天龙种驴繁育基地，形成了公
司+基地+农户，以及成立合作社、扶贫基金等
产业模式，向农民提供种驴和成熟的养殖技
术，由企业负责回收活驴。但在东阿、阳谷等
其他地方，尚未有更多农户养驴的合作模式。

东阿国胶堂阿胶公司，是由东阿阿胶走出的
几名骨干工人和专家成立的，经过近10年发展，
国胶堂已经形成自己的品牌，年产阿胶块500吨，
为当地贡献了不少的税收。国胶堂的一名负责人
称，限制民营阿胶企业发展的仍是原料问题，为
此国胶堂阿胶计划利用当地姚寨镇大尧村窑厂
的大约300亩土地建设养驴基地，带动周围农户
发展养殖产业。与国胶堂齐头并进的还有贡禧堂
等几家较为大型的民营阿胶生产企业，它们也正
在按照产业基地模式广开发展门路。

东阿县一位政府官员表示，开发阿胶这座财
富富矿，不仅是扶持壮大阿胶产业，更是振兴县
域经济，打响阿胶名片的需要，“东阿与阿
胶，互为表里，互为知名度，没有阿胶，东阿
县就失去了地域产业依托。”他表示，尽管东
阿县是阿胶的发源地，但是东阿县的阿胶产业
并没有出现遍地开花的局面，阿胶产业也没有
成为东阿县的支柱产业，“正因如此政府要加
大对阿胶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扶持企业上市

等办法，创造宽松的阿胶企业发展环境，形成
阿胶产业集群，壮大阿胶经济。”

在古阿井所在地阳谷县的阿城镇，目前已
规划阿胶产业园建设，大力发展阿胶产业。阿
城镇镇长申春青介绍，华珍堂已经进驻阿胶产
业园，一期投资1亿元左右，二期工程正在筹建
中，同时吉林恒和维康药业集团先期投资的1 . 8
亿元项目也正在建设，另外还有三四家企业正
在与当地部门洽谈中。

阳谷县招商局局长杨清洁介绍说，阿城镇
是阿胶的原产地，但是阳谷县阿胶产业一直没
有发展起来，2013年阿胶产业是阳谷县大力发
展的重点项目之一。阿城镇阿胶产业园项目启
动以后，吸引了很多投资企业来到阿城镇实地
考察，目前已经有20余家企业对这一项目感兴
趣。阿城镇规划阿胶产业园不仅仅是阿胶生
产，还将建设与阿胶相关的项目，拉长阿胶产
业链条，比如开发阿胶文化之旅，古阿井矿泉
水、阿胶养生体验等，围绕阿胶发展相关产
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阳谷县副县长郭振光介绍：“阳谷的阿胶
生产，错位竞争，面向普通消费者，生产‘老
百姓吃得起’的阿胶，市场前景更加广阔。”

生产“老百姓吃得起”的阿胶
■阿胶产业调查①

阿胶的质量和信誉来自于优质的
地下水资源、高质量的驴皮和严格的
生产工艺。阿胶是地理标志产品，是一
方地域的宝贵财富，它不属于某个企
业某个单位某个人，它属于创造这笔
财富的当地人民。有着三千多年阿胶
历史文化的东阿县和阳谷县，目前正
发力阿胶产业，生产“让老百姓吃得
起”的阿胶产品。

□王兆锋
张宪举 报道

在莘县赛瓜会
上，获奖农民喜笑
颜开。莘县是“中
国香瓜之乡”，高
峰时期在北京销售
量占北京香瓜市场
的60%以上。

□记者 蒋鑫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前不久，冠县冠丰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新上了“10万吨优质小麦深加工及示
范基地新建项目”。该项目达产后，不仅可以带
动30万亩优质小麦基地建设，还将促进优质麦
推广、基地硬件建设产生巨大变化。该项目总
投资3050万元，其中省财政提供的无偿资金
1000万元，来自农业综合开发对产业化经营项
目的扶持。

据介绍，农业综合开发中的产业化经营项
目，是着眼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
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着力做好改造提升、
做大做强而实施的。“十一五”以来，聊城市共
立项实施70个产业化经营项目，项目总投资逾2
亿元，扶持出50余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一
大批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1年，临清市宝丰有机蔬菜专业合作社
实施种苗繁育项目，该市开发办扶持94万元，
帮助建起钢架结构日光温室、引进蔬菜新品
种、培训菜农，每年可提供优质蔬菜种苗200万
株，新增有机蔬菜10万公斤。

“聊城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扶持出了五
大效果：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壮大了龙
头企业经济实力、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加快
了农产品品牌建设、增加了农民收入。”聊城市
农业综合开发办主任颜善这样说。

农业综合开发

助推企业成“龙头”


	2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