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推进品牌建设上，青冈县
集优势资源、优势企业、优势产
品，主打“寒地黑土”特色品牌，构
筑“公共品牌＋自有品牌”双品牌
市场营销策略，统一叫响“青冈玉
米糯又甜”区域宣传口号，通过专
业化生产，打造品牌效应，在国内
具有较强影响力。

青冈县与杭州农本咨询贾枭
团队合作，打造了青冈鲜食玉
米区域公用品牌，致力于引领

鲜食玉米产业向高端化、
品牌化方向迈进。产品

统一印有“青冈玉米”
区域标识，全县注

册鲜食玉米商
标 30 余

个，大董农业、万德福食品等企业
通过了国家QS和绿色食品认证，

“大董农业”“万德福农业”“福禾农
业”“青玉食品”“晨旭农科”“寒园
家庭农场”等六家企业被批准使用

“黑土优品”省级公用品牌。
绥化市委常委、青冈县委书

记袁成宝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
龙江考察时提出在优势产业和
产业优势领域深耕细作，为我们
指明了方向。青冈县聚焦打造
国家级鲜食玉米标准“实践地”，
进一步壮大生产规模、强化科技
创新、提升产品品质，持续推动鲜
食玉米产业向规范化、标准化、科
学化和产业化方向迈进，向高端
化、品牌化加速发展，谱写青冈鲜
食玉米“新”“鲜”篇章。青冈鲜食
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为东北
乃至全国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发挥

标杆作用。

叫响品牌增强产品影响力

国家级鲜食玉米标准实践地写实产业行标

“全国鲜食玉米新品种示范基地”
“全国中高端鲜食玉米生产示范基地”
“国家鲜食玉米种植与加工标准化示范区”
全县鲜食玉米种植面积17万亩
加工企业23家，加工设备220多台套
年产鲜食玉米穗4亿穗以上，实现产值6亿元以上
2019年——
承办第31届中国鲜食玉米、速冻果蔬大会
发布国内首个鲜食玉米区域公用品牌“青冈玉米”
2020年——
承办第35届中国鲜食玉米、速冻果蔬大会
2022年——
线上举办了“首季青冈鲜食玉米采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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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扩大青冈玉米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推动全县鲜食玉
米及速冻果蔬产业不断发展，在鲜食玉米上市季，9月11-12日，第
39届中国鲜食玉米速冻果蔬大会暨青冈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中国
猛犸象故乡”青冈举行。这是继 2018年以来，青冈县第三次承办
全国鲜食玉米速冻果蔬大会。

寒地黑土出优品，青冈玉米糯又甜。青冈县地处世界黄金玉
米带、寒地黑土核心区，地块土质均为黑土和黑钙土，土壤养分、有
机质含量高，鲜食玉米种植口感好。青冈县拥有261.5万亩沃土良
田，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绿色食品生产供应基地，素有“中国
玉米之乡”美誉。

近年来，青冈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依
托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育龙头、强加工、创品牌，推动鲜食玉米全
产业链发展，全县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达到 17万亩，加工企业发展
到 23家，年产鲜食玉米 4亿穗，产值达 6亿元以上，成为全国单品
最大生产县，产品远销全国各地。青冈先后被评为“全国中高端鲜
食玉米生产示范基地”“国家鲜食玉米种植与加工标准化示范区”，
鲜食玉米产业成为壮大县域经济主导产业、富民增收产业，推进鲜
食玉米全产业链发展。

青冈县委副书记、县长孙国文说，青冈县资源丰富、潜力巨大，
高质量发展产业基础得天独厚，连续获得“中国玉米之乡”“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国淀粉深加工产业集聚
区”“中国工业大麻产业示范县”称号。紧紧围绕省委构建“4567”
现代产业体系和绥化市委确定的“十个重点产业”，把产业项目建
设作为青冈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底气和强力支撑，充分挖掘自身优
势和产业基础，着力打造了以玉米产业为立县支柱产业，工业大
麻、生猪产业为优势主导产业，鲜食玉米、精细化工等为补充的

“1+2+N”产业体系，形成了完备的产业化链条。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青冈县充分挖掘本地资源优势，建设基

地、创建品牌、搭建平台，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产业。在此次中国
鲜食玉米速冻果蔬大会暨青冈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本地土特产品
展区展出了包括菇娘果、南瓜子、大瓜子、道台府食品（肠、肚、肉）、
花青素茶、花青素酒、沙果、李子、葡萄、西瓜等农副产品，这些产品
都是通过优选良种、绿色栽培、养殖，以原生态无公害经营模式生
产，产品营养丰富、清甜爽口，远销国内各地，广受社会各届一致好
评，市场前景看好。目前，青冈县鲜食玉米产业已形成标准化生
产、组织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的产、加、销体系，产品通过多种渠道
销往全国各地，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绥化市委常委、青冈县委书记袁成宝表示，第 39届中国鲜食
玉米速冻果蔬大会再次来到青冈，为全县鲜食玉米产业高质量发
展再次赋能。此次大会，将全面促进鲜食玉米种产销交流合作，推
动鲜食玉米科研成果转化及消费市场有效对接。

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邀约

□宋伟东 段洪伟 本报记者 董新英

“第39届中国鲜食玉米速冻果蔬大会暨青冈高质量发展大会”9
月11日~12日在青冈举行，大会主题为：“猛犸故乡育臻品，青冈玉米
糯又甜”。

30余种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
大会农特产品品鉴区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试验示范品种品鉴

区、主栽品种品鉴区、农特产品品鉴区，另外设一个鲜食玉米现场制作
区，展示青冈特色农产品 30余种。在试验示范品种品鉴区，由绥化
市、青冈县、黑龙江八一农大共同打造的鲜食玉米科技示范园区试验
种植的国内22个鲜食玉米审定品种，产品产量好、品质优，风味清香、
软糯香甜。此次大会选择黄糯206、黄糯929、米糯870、米糯919、黑甜
糯966、白玲诺698、佳农830、新玉10、中鲜糯808等10个品种展示。

90余个展位展现产业完整链条
大会共设90余个展位，集中展示鲜食玉米、农特产品、县域外产

品包装、机械设备等。鲜食玉米特色产品主要展示县域内重点企业
鲜食玉米产品，以速冻棒为主，以真空保鲜玉米、速冻玉米段、玉米
粒、玉米浆包等为辅，花青素茶、花青素酒、花青素粉等精深加工产品
为支撑。

一穗玉米的N种吃法
在鲜食玉米主栽品种品鉴区，青冈县17万亩鲜食玉米的丰硕成

果一览无余。今年，青冈县围绕市场供应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要
以万糯2000、万糯2018、绿糯619、美玉27、美珍206、博斯糯9号等优
良品种为主栽品种，根据不同品种特性生产速冻玉米、真空保鲜玉
米、玉米浆包等系列产品。

在农特产品现场加工区，由鲜食玉米制成的食品味道鲜美、营养
丰富，备受消费者青睐。该加工区展示了制作煎玉米浆包、烤玉米
粒、松仁玉米、玉米沙拉、芝士玉米、鲜榨玉米汁、玉米须茶、煎粘豆包
等食品，一穗玉米的N种吃法让参观者印象深刻、流连驻足。

猛犸故乡育臻品 青冈玉米糯又甜
鲜食玉米大会探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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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化市鲜食玉米产业种植面积占
据全省的半壁江山。据统计，2022 年，
全省鲜食玉米种植面积 230 万亩，绥化
市种植面积 101.4 万亩，产量 25 亿穗，加
工能力 30 亿穗，产值 38 亿元。2022 年，
青冈县打造万亩以上鲜食玉米标准化
生产基地 2 个。青冈鲜食玉米产业以
大董、万德福等企业为龙头，引带全县
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发展到 23 家，种植基
地面积达到 17 万亩，年产鲜食玉米 4 亿
穗。

今年 1 月 1 日，有关鲜食玉米的三

个“团体标准”正式实施。由青冈县农
业农村局提出，绥化市农业农村局、青冈
县蔬菜（鲜食玉米）协会、黑龙江八一农
垦大学等部门、院校、行业协会、企业代
表参与起草的《鲜食玉米栽培技术规程》

《鲜食玉米速冻加工技术规程》《鲜食玉
米真空包装加工技术规程》等三个“团体
标准”，在国家信息化平台公示通过。这
三个“团体标准”优于全国标准，以此为
指导，全面建立产品可追溯制度，可实现
鲜食玉米种植的“六统一”，有机食品、绿
色食品产量和面积将大幅增加。

三个“团体标准”出自青冈

近年来，青冈县培育大董占和、万德
福、青玉食品、福禾农业等鲜食玉米加工企
业 23 家，其中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
个。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解决劳
动就业人员达5000余人，极大促进了农民
增收，在乡村振兴中，具有较强的带动力。

在科技合作上，青冈县与黑龙江八一
农大、东北农大等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新品
种试验、新技术示范、新产品研发攻关。

2022年 7月，与黑龙江八一农大进行
校县共建，建设全省首家“鲜食玉米品
质提升产业技术研究院”，加强科技合
作、促进成果转化，加强培训交流、

解决人才需求，加强基地建设、解
决产加销脱节等方面问题。

在生产加工上，青冈
县坚持加工标准化、产
品多样化、生产流程化，

持续提高鲜食玉米产
品品质，鲜食玉米生

产加工全部采用
绿色生产技术规
程，从采摘加工
到保鲜储存全部
控制在 6 小时以
内，大董农业、万
德福等龙头企业
采用先进设施设
备，生产过程控
制 在 3 小 时 以

内，实现“锁鲜”，有效保证了鲜食玉米的新
鲜口感，通过标准化生产，实现了鲜食玉米
产品科技含量高、产品质量优。

青冈县万德福食品有限公司建在青冈
县民政镇，万余亩种植基地分布在保安村、
光荣村、公平村和兴隆村，最远种植半径不
超过10公里。“从厂区就能看见基地，近的
5分钟，远的也不超过半小时车程，从采收
到速冻加工完成，不超过 3 小时。”青冈县
万德福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阮万超说。

在产品研发上，青冈县的鲜食玉米产
品以速冻棒为主，以真空保鲜玉米、速冻玉
米段、玉米粒、玉米浆包等产品为辅，逐步
开发了花青素茶、花青素酒、花青素粉等优
势产品。青冈县鲜食玉米产业已成为县域
经济支柱性产业之一。

青冈县整合区域资源，围绕“做靓产
品、夯实产业、做大经济”目标，打造鲜食玉
米品牌战略，以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以品
牌助推产业升级，全力打造品牌效应，大力
提升了青冈鲜食玉米在全国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今年在第32届哈洽会上，青冈县现
场推介了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并在哈洽会
上进行主旨推介。

在销售渠道上，青冈县鲜食玉米通
过电商直销、经销商采购、企业直销等多
种渠道销往全国各地，不断拓展鲜食玉
米产品市场空间，在全国任何一个省会
城市的市场上都可以购买到青冈县的鲜
食玉米。

做实“行标”为发展蓄力

□文/摄 宋伟东 段洪伟 本报记者 董新英

一穗玉米，从田间到生产线“锁鲜”完成，整个过程不超过3小时——这是青冈县
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在收获季给出的速度实践。

在青冈县，鲜食玉米加工厂区到田间的距离路径短，鲜食玉米可以实现快收、快
运、快加工，为“锁鲜”抢出时间。成为鲜食玉米行业的标杆，青冈县底气十足。

青冈县城航拍青冈县城航拍。。 图片由青冈图片由青冈县委宣传部提供县委宣传部提供

鲜食玉米收获。 图片由青冈县委宣传部提供

公园一角公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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