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惠民民：：精精耕耕农农产产品品品品牌牌 圆圆梦梦乡乡村村振振兴兴路路

惠民是农业大县，但大而不强，如何
深化农业结构性改革，如何实现农业质量
和效益的提升，如何持续提高农民收入，
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破茧成蝶的难题。为
此，该县提出了强化农业品牌顶层设计，
“以生态化、特色化、品牌化、规模化”
为发展方向，建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
规划。

品牌发展要有产业基础，而土地流转
是打破小农户发展模式，实现规模化经营
的前提。惠民县委、县政府积极部署开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土地流转步
伐。依托全县整建制“村改社区”基层治
理体系改革，有效破解土地流转过程的中
梗阻，使土地流转坚持自愿、依法、有偿
和规范4条原则，调动了种植大户、合作社

带头人等参加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工作开
展以来，有93万亩适宜流转耕地面积的惠
民县，土地流转总面积达51万亩，土地规
模化率达54 . 7%，成为滨州市“土地流转第
一县”。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2018年，县委书
记殷梅英在谈到如何进一步推动惠民农产
品品牌建设时提出：“惠民农业正处在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已经进入到质量兴
农、品牌发展的新阶段，抓农产品品牌建
设恰逢其时。只要把品牌做大做强了，农
业的核心竞争力就会大幅度提升，就会推
动惠民由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品牌强县
转变。”为此，惠民县委、县政府委托浙
江大学杭州芒种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对该县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规划设计，基于惠民
平原耕作地貌、原生态的耕作环境、原滋
原味的农产品，将品牌名称命名为“惠民
原耕”；从惠民农业产业的优势出发，结
合惠民的文化优势和消费者需求，将品牌
定位为“孙子故里的安心农品”。以品牌
建设引领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
继“健康惠民”“古韵慢城”之后惠民的
第三张金名片。

去年3月份，由惠民县国有资产管理中
心出资，注册资金1亿元，成立了惠民县农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惠民原
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运营管理。县
委、县政府委托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
区域公用品牌进行规划、包装、宣传、推
介、培育及管理，完成“惠民原耕”文

字、图案注册。
品牌的推广扩大了影响力和知名度，

而品牌的维护则重在产品质量的保障。惠
民县农投公司对“惠民原耕”产品的生产
加工进行了严密监管和技术指导，按照
“积极培育、严格准入、质量管控、动态
进退”的要求，完善品牌准入流程和标准
化基地准入流程，从源头把关、过程管
控，严控产品质量。经过严格筛选，确定
了武定府酿造等14家企业90个产品纳入“惠
民原耕”区域公用品牌。

市场是“惠民原耕”农特产品的最终
归宿。惠民县委、县政府领导带队，先后
到哈尔滨等地进行宣传推介，目前，通过
线上线下两种方式，旗下产品远销北京、
上海、济南等地。

破局篇：全省首个县域公用品牌——— “惠民原耕”破壁而出

漫野生绿，绿野藏金。驱车驶入滨惠
大道惠民段，一座座现代化大棚整齐划
一，一片片经济林作物绿波荡漾……这是
惠民县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真实写照。

为推进全域标准化生产，培育质量统
一、标准严格、管理规范的优质农产品品
牌，惠民县计划用两年时间创建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产业园位于滨州市惠民县中
部，沿滨惠大道、大济路两侧布局，涉及
胡集镇、麻店镇、孙武街道、皂户李镇和
淄角镇5个镇办，170个自然村，总占地面积
37万亩。产业园按照“立足特色园艺产业
发展，加快标准化基地建设，积极优化产
业结构、发展绿色循环农业，大力发展农
产品加工，有效推进现代物流，促进现代
农业科技与创业创新，因地制宜适度开展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战略，形成

“一核、三区、五园、一带”的空间布
局。一核：即科技创新发展核。三区：即
建设高新农业种植示范区、特色园艺标准
化生产区、绿色循环农业样板区。五园：
即在产业园重点设置特色园艺博览园、惠
民园艺产品加工产业园、鑫诚现代农业
园、鲁北绿色农产品现代物流园和中国北
方国际花木园。一带：即打造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带。重点建设皂户李森林特色小
镇，徒骇河、沙河生态景观长廊，麻店镇
休闲农旅特色小镇，胡集蘑菇特色小镇，
物流供销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培育龙头企
业、重点品牌，开展合作经营和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

截至目前，产业园内已落户食用菌、
蔬菜、花卉苗木等农民专业合作社220家，
批发市场22处，农产品初加工企业18家，市

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5家。食用菌、蔬
菜和花卉苗木产值16 . 95亿元，占整个园区
产值的56 . 5%。

惠民县以打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
抓手，集中向中高端市场、大中型城
市，推出一批质量高、品牌强、效益
好、极具竞争力的农产品，全县“三品
一标”认证产品已达119个。在新技术、
新品种、新装备及新设施等现代化手段
支撑下，惠民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主导产
业科技贡献率显著提升。园区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38%提高到65%；设
施农业发展迅速，设施农业面积占比从
18 . 0%提高到40%；园内用于农业研究与
发展的经费支出从每年8 0 0 0万元增加到
1 . 2亿元；专业科技人员数量明显增加，
从60人增加到200人，年均增速16 . 2%；技

术一流、设备领先、配套齐全的特色园
艺产业生产格局形成。

同时，培育壮大了鑫诚农业、春生食
用菌、茹园苗木、顺风牛肉、金惠种
业、和美集团、菊润农业等重点龙头企
业，农业产业化水平稳步提升。全县规
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20家，
其中省级龙头企业6家，市级龙头企业51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700余家，其中
国家级合作社2家，省级合作社19家，市
级合作社20家。惠民香菇入选“中国好香
菇”，“惠人牌”面粉荣获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金奖，“蛙声小镇·有机石磨
五谷粉”荣获第十九届中国绿色食品博
览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
会金奖。惠民县农业走出了一条新旧动
能转换的新路子。

借势篇：放大区域公用品牌效应，惠民现代农业产业园挺起脊梁

1月20日，走进惠民县冠铭菌业有限公
司的爱尔兰式大棚菇房，一阵热浪扑面而
来，眼前是一排排摆放整齐的鲜银耳，如
同一朵朵“雪莲花”，与室外寒冬光景形
成鲜明对比。东张村银耳种植户金佃军便
是受益者之一，他介绍：“俺在基地租了
30间菇房，每间52平方米，每季每间菇房最
低出900斤干银耳，每斤干品大概能收入1 . 5
元，鲜银耳则能卖5元一朵，2017年我纯收
入10多万元。每年最多占用5个月时间，其
他时间可以外出打工，也不耽误干农
活。”目前，项目实施带动周边村300户参
与种植，人均增收2000元。

冠铭银耳是“惠民原耕”的优质农产
品之一。除此之外，惠民县还通过整合扶
贫资金、涉农资金，与企业合作建设食用
菌扶贫产业园，由惠民县农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运营，食用菌扶贫园已完
成一般农田流转1039亩，以生产香菇、白灵
菇、羊肚菌、赤松茸、秀珍菇等食用菌品
种的示范园建设为主要内容，预计年产食
用菌鲜品4000吨，年销售收入2800万元，纯
利润1000万元，项目整体收益率可达到8%

以上。目前已建成食用菌大棚146个，其中
14个香菇大棚已陆续出菇，东营、寿光等
多地客商陆续前来收购。

惠民县创新推行的“5333”扶贫模式在
食用菌扶贫产业园将得到实践推广。“5”
指5个环节，即政府主导、企业带动、资金
支持、合作经营、按期分红。第一个“3”
指3种帮扶方式：一是既无劳动能力也无经
营能力的贫困户，全托给市场主体管理，
按期分红；二是有劳动能力无经营能力的
贫困户参与劳动，实现劳动工资加按期分
红；三是有劳动能力、有经营能力的贫困
户自领大棚自主经营收入全归贫困户。第
二个“3”指3个扶贫“零”特点，即贫困
户实现零距离就业、零风险经营、零投入
分红。第三个“3”指3个目标：贫困户稳
定脱贫有保障、产业兴旺发展可持续、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基础强。

目前，产业园项目整合扶贫资金4384万
元，覆盖全县11151户22814人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整个园区建成后，可带动周边1500户
农民增收，每户增收20000元以上。

“惠民原耕”品牌发展将自身发展与

农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以惠白菊、银
耳、黑花生等农产品加工企业为代表的
龙头企业，通过建立基地、订单收购等
方式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既保证了
农产品加工企业有稳定的货源，减少了
中间环节，延伸了产业链，增加了农产
品附加值，使整个农产品供应链处于增
值过程，在助农增收上，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农民不但要富，乡村更要美。惠民县通
过打造农业品牌，积极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培育发展，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按照“合
理布局、相对集中、形成规模”的原则，努
力提升蔬菜食用菌、苗木、畜牧、林果等主
导产业层次，彰显区域特色，打造特色品
牌，构建多极崛起、多点开花的产业格局，
激发乡村内生发展活力。

目前，新建家庭农场57家，新上乡村
旅游项目6个，惠及全县460个村的15万群
众。同时，高标准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89
个、示范片区48处，美丽乡村覆盖率达到
75%以上。惠民的百姓，直接享用着美丽乡
村带来的实惠。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为惠民加快推进现代农业指明
了方向。惠民县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推
出，带动了农产品企业自主品牌的壮大，
为全县农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注入了强
劲动力。展望2019年，惠民县将以厚植惠民
农耕文化为着力点，以标准化、品牌化建
设为突破点，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落脚
点，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发展目
标，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布
局，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业态、扶持新主
体、拓宽新渠道，推动传统农业加速向现
代农业转变，一幅产业高效、产品安全、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美好画卷
正徐徐展开。

福祉篇：强牌惠民惠泽万家，一幅农民富乡村美的画卷徐徐展开

□李剑桥 王军 刘以明 杨立君

滔滔黄河，九曲回荡，一路奔涌，形成了广袤的
冲击平原。

惠民，正如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
辉。她地处“环渤海经济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
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济南省会城市群
经济圈”四区叠加地带，西连济南、东接滨州、南枕
黄河、北临渤海，地理位置优越，素有“鲁北首邑、
京津锁钥”之称。

近年来，惠民县高度重视发展品牌农业，将其作
为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
措，通过打造农业区域品牌——— 惠民原耕，推动全县
现代农业迅速发展，并以此为契机，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将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与打赢脱贫
攻坚战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在更高层次上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

如今，这个拥有原生宜农地貌、千年农耕文化的
千年古城，正在打造“舌尖上的惠民”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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