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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晨曦

首届中国（黑龙江）国际绿色食品和
全国大豆产业博览会上，有很多稻米制
品，可我们早已看不出稻米模样，比如稻
米月饼、蛋糕、慕斯……近年来，随着我省
加工技术、数字化设备的迭代升级，水稻
加工产业从传统的初级加工逐步向精深
加工转型发展，大米不局限于只做主食，
而是通过全产业链“谋篇布局”，不断延
链、补链、强链，在深加工领域规模持续扩
大、层次稳步跃升、竞争力不断增强。

记者从省粮储局获悉，截至2022年，
全省入统水稻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过
960亿斤，居全国第1位，加工产能与全省
水稻总产量比为 1.7:1；年加工消耗原料
超过430亿斤。

延链：
既有“粮头食尾”也有“农头工尾”

“您喝的是乔府大院倾情打造的五
常大米汁饮品，温热的冲调方式激发了
稻米的芬芳醇厚，产品萃取大米精华，富
含丰富的维生素B族、维生素E和氨基酸
等营养成分，不含食品添加剂。”乔府大
院展区的工作人员向来宾介绍。记者发
现，在本届博览会上，像稻米汁一样，延
伸水稻产业链条的深加工食品相比往
年，种类上有所增加，食味效果也屡屡获
赞。

“不与粮田争地盘，米中自有黄金
油”。这是益海嘉里（哈尔滨）粮油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延伸水稻产业链，生产稻
米油的宗旨。益海嘉里（哈尔滨）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志华介绍，我省具
有推广、普及稻米油的天然优势。益海
嘉里作为国家粮油行业科技创新的先行

者，在稻米油的科研和市场推广方面投
入了大量的资源，开创了分散保鲜，集中
制取，集中精炼的全新稻米油生产模式，
使天然谷维素、维生素及甾醇等谷物活
性营养物质得以最大程度保留。

近年来，我省在延伸稻米产业链上
持续发力，全省稻米主产区以大米精深
加工和副产品综合利用为引擎，以“粮头
食尾”和“农头工尾”为抓手，增加产品丰
富度和附加值，提升产品创新力、品牌影
响力及市场竞争力，创新研发“米系列”
产品，实现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高
效协同，助推我省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补链：
强强联合补齐短板

绿色优质品牌米离不开科学化管
理。多年前，我省众多稻米企业因产业
链条中的软、硬件条件限制，在生产、储
存、加工方面实力偏弱，不利于维护稻米
产品品质，企业在建立品牌的过程中存
在短板，在营销环节很难打开高端市场，
形成稻强米弱态势。

省粮储局产业发展处处长丁瑶介
绍，2017年以来，我省鼓励和支持规模以
上水稻加工骨干企业和名优特产品企
业，加快技术改造、扩大规模、增强竞争
力，认定和扶持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
及行业带动力的水稻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重点培育省内水稻加工产业龙头企
业加快成长，支持其开展兼并、联合和重
组，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组建企业
集团，引导精深加工产能向水稻主产区、
优势区和物流节点集聚，培育了北大荒
米业集团、五常乔府大院、五常金禾米
业、方正秋然米业、建三江农垦益华米
业、建三江农垦双盛米业等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粮食行业具有
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粮食领军企
业（集团），在全省粮食产业发展中发挥
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强链：
“藏粮于技”强化稻米加工产业链

目前“吃得安全健康”成为追求时尚
的一种方式和诉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再
次把粮食安全与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
战略高度。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强化稻米加工产业链，推进

“藏粮于技”，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由之
路。

15 日，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孔丰在博览会开幕
式上的视频致辞中说：“我们在黑龙江首
创的水稻循环经济模式已成为世界最先
进的加工模式，并在国内外大规模推
广。”

近年来，益海嘉里研发团队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从全产业链维度首创鲜割、
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的“六步鲜
米精控技术”创新体系。“六步鲜米精控
技术”将“鲜”注入大米全产业链的每一
环节，通过减损增收很好地守护了粮食
安全。

近年来，农业科研创新让我省在强产
业链条的成果上递交了一份又一份满意
的答卷。目前，黑龙江大米知名度、
美誉度不断提升，全国“十大大米
区域性公共品牌”我省占3个，全
国“十大好吃米饭”龙江占一
半，形成了以五常大米、庆安
大米、方正大米、响水大米
等区域品牌为代表的
多个优势产区。

走展会，看龙江绿色食品产业链④

龙江稻米

“看我七十二变”
□本报记者 宋晨曦

作为全国玉米生产第一大省，2022
年 8955.3 万亩种植面积，4038.4 万吨的
产量，奠定了玉米在我省农业现代化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龙江玉米兴，绝不止于粮，还有何妙
用？在首届中国（黑龙江）国际绿色食品
和全国大豆产业博览会上，玉米以百变
之姿证明了它是全球范围内用途最广泛
的粮食作物——集食品原料、畜禽饲料
和工业原料于一体。用实力证明了我省
玉米类产品的需求增长快、产业链条长、
增值潜力大。

据省粮储局统计，2022 年底，全省
入统玉米加工企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生产企业年加工消耗原料超过 740 亿
斤，占全省玉米产量的93%，已成为我省
粮食加工消耗第一大行业。

从需求端入手
寻找延链突破口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这是哈尔
滨健康农牧业有限公司在博览会上推广
他们的主打产品——小园玉米龙须面的
一句广告词。正是这句广告词，吸引了
很多为了减肥而饱受节食之苦的年轻

人在展台前驻足咨询。
“不是所有的玉米都能减肥
控糖，我们的小园玉米经过非

膨化、非冷冻、非再合成，无
添加的物理全熟的专

利技术深加工后，
充分发挥玉米

中 谷 胱 甘
肽、纤维

素 、

玉米黄素等营养素优势，打造低脂低糖高
纤维高蛋白的产品，目前明星产品有玉米
须面条、控糖养生龙须粥等。”哈尔滨健康
农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立娟说。

孙立娟深知：“满足年轻人追求方
便、健康的需求，才可能抢占市场。”多年
来，孙立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玉
米深加工领域探索，和她的研发团队主
营玉米深加工控糖健康食品研发生产销
售，及药食同源方便食品，预制菜，玉米
婴幼儿辅食研发以及大健康领域产品。

从挖掘优势入手
寻找高端加工产业着力点
本届博览会上，龙江的鲜食玉米让

人大饱口福，但玉米深加工企业生产的
氨基酸、有机酸、医药中间体、多元醇、酶
制剂等各类玉米生物技术产品则让人

“脑洞大开”。
近年来，绥化市始终坚持以“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为总抓手，扬长玉米资源
优势，聚焦生物经济新赛道，做大做强精
深加工，推动玉米生物发酵产业快速高
质量发展。全市年玉米加工能力超千万
吨，产值超30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绥化市绘制了黑龙
江省第一张玉米产业链招商图谱，编制
了《绥化玉米生物经济供应链家谱》和

《绥化优势产业高质量投资机会清单》，
着力在延链补链强链上下功夫。

他们通过“延链”蓄势。象屿生化产
业园依托糖渣等下脚料引进了青岛柏尊
饲料项目；他们通过“补链”夯基。依托
淀粉原料优势，引进了京粮集团投资 15
亿元 L 乳酸项目，填补了玉米淀粉——
有机酸的产业空白；引进青冈龙凤投资
7.5 亿元赤藓糖醇项目，填补玉米淀粉

——多元醇产业空白；通过“强链”赋
能。推动新和成先后投资了15亿元和4
亿元分别建设了新和成三期和A4项目，
扩大了玉米淀粉——维生素系列和玉米
淀粉——氨基酸产业链条。目前，我省
玉米深加工产能超过 500 亿斤，全省加
工转化消耗玉米约有60%用于深加工。

从服务保障入手
提升玉米产业链“韧性”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以来，我省玉米加
工业布局不断优化、加工能力增长迅猛，
产业链条不断延长。黑龙江以产业理念
为引领，不断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制定产
业发展规划、解决发展难题、开展精准招
商等一系列推动玉米产业做大做强的举
措，推陈出新，很大程度提升玉米产业链
条的“韧性”，提高产业抗御风险能力。

产业链如何增强韧性？服务要贯穿
始终。绥化市率先实行“链长制”，不断
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坚持把为企业做好
服务放在第一位。“种得好是企业生产加
工的源泉，而产品卖得好又推动种得更
好。”这是本次参加博览会的玉米深加工
企业普遍共识。

而推动“种得好”的基础在于服务农
村农民，近年来，为了适应玉米精深加工
业对原料的需求，我省农业部门多管齐
下，优化调整玉米种植结构，精准施策，
推广专用型玉米，收效显著。

农民认可，不推自广。“我们响应政府
号召，与企业签订单种植高淀粉、高蛋白、
高油的加工专用型玉米，企业为我们提供
生产资料，政府为我们贷款保驾护航，农户
只负责种好玉米就行，秋收后企业按高于
市场的价格回收，销路不愁，玉米成农民增
收的‘金棒子’。”呼兰区农民张志成说。

走展会，看龙江绿色食品产业链⑤

龙江玉米

兴于粮，不止于粮

□本报记者 唐海兵

由猴头菇制成的融合菜，由木耳制
成的水晶冻，混合了榛子、蓝莓的牛轧糖
的……在首届中国（黑龙江）国际绿色食
品和全国大豆产业博览会上，若不仔细
分辨，你可能想不到这些夺人眼球、芳香
四溢的美食都取材于森林食物。

随着人们对健康品质的不断追求，
来自龙江广袤森林的林下特产正逐渐走
出林区，成为人们舌尖上的新宠，开启属
于龙江森林食物的新“食”代。

若说今年博览会最为吸睛的展区有
哪些，“九珍十八品”展区绝对名列其
中。红松籽、榛子、刺五加、毛尖蘑，一排
排琳琅满目的林下特产；“虎虎生威”“林
海蛙鸣”一道道由森林食材制成的精美
菜肴；“熊胆粉”“鹿茸片”“雪蛤”等包装
精美的伴手礼及风格雅致的文创产品，
让到场来宾一次性体会到何为“广袤大
森林，遍地都是宝。”

贴着“九珍十八品”标签的森林食
物，代表着来自黑龙江2100万公顷浩瀚
森林的天然馈赠，也代表着那句简短却
有力的品牌标语——是珍品，更是真品。

在黑龙江，森林“粮库”的作用不断
被挖掘，森林食品成为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标志性产业。据介绍，2022
年，我省林下产业实现产值814亿元，今
年将力争突破900亿元，增速达到10%。

“这是来自‘蓝靛果之乡’勃利县的
蓝靛果果汁。我们采用先进的净水处
理设备、灭菌设备、榨汁设备，以及自动
化生产流程，最大程度保留蓝靛果的营
养……”黑龙江圣海奥斯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

“这是我们将桦树汁原料和生物技
术相结合，制成的桦树汁浓缩液及酒品，
今年企业桦树汁单品销售额达到了

3000 万。”黑龙江北域时代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说。

“这个是榛子烘焙燕麦、榛子牛轧
糖、榛子油，原材料来自‘中国大榛子之
乡’通河县，所有产品均不含香精色素防
腐剂，保证让消费者吃到地道的森林味
道。”哈尔滨赫州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

因林而兴，绿富共赢。小小的森林
食物摇身一变，以各种姿态出现在消费
者的面前。据介绍，我省现有国家级林
下经济示范基地23个、省级林下经济示
范基地 79 个；国家级龙头企业 16 家，其
中经营森林食品的企业有 9 家，省级龙
头企业134家。

近年来，省林草局加大财政对涉林
科研院所、高校开展林下经济应用技术
研究支持的力度，引导科研人员重点开
展宜于发展的经济林、食用菌、中药材等
良种、提高林下经济领域科研新成果、新
技术转移转化社会化速率。

在“林都”伊春，桦树汁产业在原料采
集、储藏、相关产品研发上实现突破，已培
育引进加工企业10余家。在“猴头菇之
乡”海林，占有着全国65%的市场份额，猴
头菇精深加工项目正从初级加工向生产
琼浆、特医食品等全产业链条开发迈进。
未来，越来越多的森林食物将走上花式创
新之路，惊艳人们的目光与味蕾。

丰饶的黑土地，为黑龙江成为国家
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提供坚实支撑；广
袤的大森林，让黑龙江有条件打造践行
大食物观“先行地”。雷成浩表示，接下
来，省林草局将继续加强组织和政策引
导，实施品牌战略，全力招商引资，延伸
产业链条，不断做大做强林下经济产业，
持续打造助力企业发展新模式，把更多
的森林食物端上全国百姓餐桌，叫响龙
江森林食物品牌。

走展会，看龙江绿色食品产业链⑥

龙江森林食物

开启新“食”代
□本报记者 李天池

在此次首届中国（黑龙江）国际绿
色食品和全国大豆产业博览会上，记者
注意到，乳品行业和肉类深加工正通过
不断探索深耕市场，从而为产品提升附
加值寻找新的增长点。

大庆乳品厂有限责任公司区域经
理张禹此次带来了以大庆老奶粉为矩
阵的 7 个系列产品。他说：“我们还带
来了最新产品全脂姜内粉，因为姜的功
效特别多，味道很独特，又因为姜有很
多功效，所以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他告诉记者，省市行业部门经常会
组织我们在一起研判发展形势，探讨深
加工新路径。“针对目前市场，我们在向
功能性和提升营养价值方面不断延伸，
细化丰富产品。”

记者了解到，我省在分析研判奶业
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落实奶业扶持政
策。印发2023年贷款贴息、奶牛良补、大
型奶牛养殖场建设、奶乳“一体化”万头
牧场建设、粮改饲等奶业项目实施方案。

省农业农村厅还开展技术指导帮
扶。今年 6 月 27 日，省农业农村厅印
发《2023 年黑龙江省奶牛养殖生产技
术指导服务工作方案》，组织东北农业
大学、省农科院、省畜牧总站等单位奶
业专家，分 4 组赴奶业重点市县开展
技术指导。此外，与国家奶牛产业技
术体系、蒙牛集团共同举办“奶业竞争
力提升金钥匙专场活动”，现场技术指
导，助力牧场降本增效。

为确保全省原料奶质量安全，及时
发现和排除安全风险隐患，2023年，省
农业农村厅配合国家生鲜乳抽检工作
组，完成 937 批次生鲜乳样品抽检工
作。并在省内哈尔滨、大庆等 27 个市
县开展省级生鲜乳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400批次。截至目前，抽检工作已全部
完成，国家级抽检现场检查和快速监测
全部合格，省级生鲜乳抽检全部合格，
全省生鲜乳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在齐齐哈尔天照食品展位前，锅包
肉、溜肉段、杀猪菜、酸菜扣肉等东北名
菜，做成预制菜后，让众多参展商食指
大动。经理都旭业说，针对此次博览
会，我们带来了30余个产品，这些产品
都是以猪肉为原料的预制菜。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企业最开始
以生猪养殖为主，在2019年开始进入到
预制菜行业。企业生产的预制菜都是由
企业自己养殖的有机猪肉制成；其销售
渠道则遍布北上广深，以及线上商城等。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齐齐哈尔市
在不断打造“肉-食”一体化全产业
链。加快推进百亿级肉牛和生猪，十亿
级肉羊和禽类产业建设，不断扩大高端
肉牛养殖规模，形成生猪产业集群，重
点发展肉灌制品、速冻食品、熟食制品、
烟熏酱制品等精深加工项目。

省农业农村厅则不断提升屠宰标准
化水平。目前，我省已有9家企业被评为
全国生猪屠宰标准化示范厂，数量居全
国第6位，东北四省区第1位；并完善社
会化服务体系。指导黑龙江省生猪产业
联合会等行业协会每季度召开全省生猪
产业生产形势分析会，组织饲料、养殖、
屠宰加工企业负责人及行业专家共同分
析研判生猪产业市场变化及未来走势，
为企业生产经营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下一
步将指导黑龙江省生猪产业联合会等行
业协会组织会员企业实施《高品质猪肉
（团体标准）》，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
平台，打造龙江特色猪肉品牌，提高我省
优质肉产品竞争力、附加值和美誉度，引
领产业链上的企业打开省外销售市场。

走展会，看龙江绿色食品产业链⑦

乳业、肉类深加工

深耕市场探寻新增长
□本报记者 董盈

鹅肝香肠、鹅肉香肠、鹅肉香肚、辣
卤鹅心……近日，在首届中国（黑龙江）
国际绿色食品和全国大豆产业博览会
上，黑龙江鹅香久食品有限公司携其精
心研发的系列鹅产品亮相，令参展客商
耳目一新，忍不住驻足品尝，纷纷感叹，
除了传统的铁锅炖大鹅、烤鹅，原来鹅
还有这么多美味的吃法。

“这次来参展我们重点推广的是公
司的鹅深加工产品。我们公司具有很
强的研发能力，在鹅精深加工产品方
面，不仅有传统的烤鹅，还研发推出了
鹅肝肠、鹅肉肠、鹅肉香肚，以及符合当
下年轻人口味的辣卤产品，比如辣卤鹅
心、鹅肝、鹅脖等，制作成独立小包装的
零食，让产品更加多元化，广泛覆盖各
类群体。近期，我们还研发了鹅肉火
腿、鹅肝酱和东北风干肠口味的干肠鹅
脖，深度挖掘年轻人的需求，并与传统
口味相结合，让大众熟知并且爱上鹅美
食。”展会现场，黑龙江鹅香久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厂长关君向记者介绍道。

黑龙江鹅香久食品有限公司是我
省鹅屠宰、熟鹅加工领域的重点企业之
一。据悉，近年来，该公司借我省大力
发展鹅产业的东风，不断延伸完善产业
链条，实现鹅孵化、养殖、屠宰和深加工
一体化发展，同时还具备一定规模的羽
绒加工能力。

我省十分重视支持鹅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2022年出台了《黑龙江省鹅产
业振兴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明
确了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打造精深加工
产业链、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推进
绿色清洁发展、推动项目建设、实施创
新驱动、强化资源整合等七方面重点任
务，以及强化统筹推进、加大政策支持、

优化产业环境、完善服务举措、加强人
才支撑等五方面保障措施，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商品鹅年出栏 5000 万只
以上，鹅产业营业收入在100亿元以上
（约为2021年的4倍）。

提出这样的预期目标，底气源自鹅
产业发展的广阔市场前景，更源于龙江
优势。据专家预测，我国鹅的市场容量
预计可达 10 亿只，发展鹅产业有较大
市场增长空间和价值提升空间。同时，
将白鹅打造成继龙江白雪、白米后的

“第三白”，我省具备优越的鹅养殖条
件、较好的产业基础以及强有力的技术
人才支撑。

《黑龙江省鹅产业振兴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的出台极大提振了
省内鹅产业链上企业的发展信心。“‘十
四五’期间，鹅香久食品将加快大鹅养
殖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大鹅产业链，从
大鹅屠宰加工向上游养殖、下游销售、
饲料加工等环节延伸发展，实现500万
只肇源白鹅一条龙产业项目各项指
标。”黑龙江鹅香久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吴化成在接受采访时说。黑龙江对
青鹅业集团有限公司也计划稳步推进
省内鹅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科技化、
生态化方向发展，着力打造黑龙江省乃
至全国布局合理、绿色高质、极具潜能
的鹅产业集群。

2022年，省肉类协会牵头，联合我
省30多家优势科研院校和骨干企业，共
同创立了我省首个依托高等院校和肉
类加工企业，集“产、学、研、用”于一体
的肉类行业组织——黑龙江省肉类加
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探索建立长
效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也将助力提
升我省鹅肉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影响力。

强链建群，龙江“第三白”正奋力借
势腾飞。

走展会，看龙江绿色食品产业链⑧

龙江鹅产业

“第三白”展翅腾飞

玉米深加工展示图。 本报记者 宋晨曦摄
鲜米科技。 本报记者 宋晨曦摄 “九珍十八品”伴手礼。本报记者 唐海兵摄 鹅香久推出的小包装辣卤零食。

本报记者 董盈摄
元盛食品肉类展台。

本报记者 李天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