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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东旭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桦川县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三
江平原腹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远高于国家
平均水平，北纬 47 度二三黄金积温带、富
含矿物质的百公里松花江水脉，与天然黑
土地完美契合，共同造就了桦川农业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作为三江水稻发源地，
盛产的“星火大米”享有“白色珍珠”的美
誉。

走进位于桦川县城南工业园区的富桦
星火米业有限公司，立即被高度自动化、数
字化的生产线所震撼。“稻米生产加工车间
采用最先进的PLC智能系统自动化生产，
十六道工序精磨细选，可实现年产大米 10
万吨、稻壳3万吨、水稻糠1.2万吨，色选米
及碎米 6000吨，年产值预计达 2 亿元。”据
公司技术人员介绍，除生产加工车间外，分
装车间采用的也是顶尖的技术，具备编织
袋包装、两面真空包装为一体的全自动、二
合一包装机组，是目前国际市场上最稳定、
最安全、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包装机组。与
此同时，该公司还致力于打造“技术先进、
产业规范、质量安全”的现代化智慧绿色加
工厂，正在认证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
SAS1800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五大体
系的认证，持续提升产品质量管控，给予消
费者更多信任感。

为实现百亿产业集群目标，桦川县还
在推动水稻加工产业链向米糠毛油、米糠
精炼油、速食米饭方向拓展，全力构建“水
稻加工、米糠加工、米糠精炼油加工、预制
米饭开发”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制精

“油”，鼓励油脂企业抱团发展，依托桦誉、
新泰米糠精炼油加工能力，加强与欣盛、鸿
泰等 6 户米糠毛油生产企业深度合作，开
发小包装，创建精炼油品牌。重点推进付
士米业日产 100 吨一级稻米油项目，加快
建设进程，实现米糠精炼油向高端市场迈
进。开发“饭”，推动精深加工产业提档升
级，探索发展“预制米饭”新业态，依托全县
优质稻米资源和日本预制米饭先进生产技

术，发展壮大预制米饭产业，进一步
丰富全产业链生产标准化内

容，奋力开拓“粮头食尾”新
蓝海。深耕“脂”，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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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川县全力打造“一核引领、两翼带动、多点集成”
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形成以水稻为核心，以畜禽、玉
米为两翼，以果蔬、中草药、大豆等多个农产品为集成
点的产业分布布局，多元化建成了一批农产品产地初
加工基地，发展了一批精深加工主体，打造了一批链条
化产业集群，培育了一批特色产品、知名品牌，引领农
产品加工业实现较快增长。

果蔬加工产业。蔬菜种植面积2.4万亩，除大宗
蔬菜以外，还拥有西瓜、甜瓜、马铃薯以及林下木耳等
众多品种。凭借着优质的原料、独特的工艺以及合理
的价格优势，新园酱菜厂的黑农科酸菜、万兴合作社的
山药煎饼、小伙伴农副产品合作社的风味辣椒酱、星火
泡菜厂的打糕及泡菜等各类“川”字号产品已日益成为
市场上的抢手货。

中草药加工产业。中药材种植种类丰富，包括刺
五加、人参、沙棘、铃兰、黄芪等众多品类，总产值可达
16.4亿元。在结合中草药示范强镇、强村项目上，通过
扶持多家合作社，大力发展林下参、沙棘、山药等中草
药种植的同时，不断挖掘横头山森林丰富林下资源，通
过林下仿野生栽培模式，实现林下参、林下刺五加等中
草药生产环境仿野生化，在提高中草药药用价值的同
时提升中草药经济价值。

玉米加工产业。年种植玉米67万亩，产量达56万
吨。该县立足玉米加工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围绕具
有市场前景的玉米深加工产业链，持续发展延伸鲜食
玉米、玉米粉、白酒、酒精产业链、增值链。现有桦川县
昊民鲜食玉米有限公司、桦川县百禾浆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桦川县汇水合作社等多家龙头企业，玉米年加工
能力超10万吨。

大豆加工产业。大豆种植面积47.1万亩，年产量
6.5万吨。坚持以建链延链强链为主攻方向，挖掘大豆
加工产业潜力，在做好优质豆粕、大豆高油类产品以及
高蛋白类产品开发的同时，推动大豆深加工，开发豆
皮、豆干、腐竹等休闲食品，提升大豆产业附加值，弥补
大豆加工产业上的空白。重点推进小伙伴农副产品合
作社扩大豆油产量，开发腐竹新产品。

畜禽加工产业。全县猪、牛、羊、禽等饲养量平稳，
大牲畜达到40余万头（只），生猪出栏达33.5万头、肉
牛 0.72 万头、肉羊 11.2 万只、家禽 500 万只。未来，
该县将全力推进畜禽养殖、畜产品加工、畜产品品牌
营销协调发展，以猪、鹅为主攻方向，扩大畜禽饲养
量，拓展畜禽产业链，形成养殖、屠宰、加工一体化发
展模式，积极推进畜牧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大幅
提升畜牧产业附加值，推动产业转型提质。

多产业“聚”起发展大合力

桦川县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发展的“一号
工程”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抓手”，不断开拓招商
思路，创新招商理念和方式，以招商引资的大突破推
动经济的大发展、大跨越。

年初以来，总投资 2.95亿元的鹅全产业链和中
储粮仓储两个项目新开工落地；总投资 7.32亿元的
资源循环利用、年产 5 万吨的甜糯玉米及豆沙加
工、年产值 1.5 亿元的机械设备生产制造等 9 个项
目实现签约；日产 100 吨稻米油、农作物分子育种
建设等 8 个招商项目全面开复工建设……在喜结
累累硕果的同时，桦川县通过“三个强化”持续保
持招商热度。强化“一把手”招商，坚持党政同责
抓招商，统筹调度全县 22 个产业项目推进专班以
及 64 家招商责任单位，县处级领导赴北京、深圳、
湖北、山东等地精准招商，重点对接了北京国电高
科、中侨实业集团等 10 余家企业，目前进出口外
贸中转站、预制菜生产项目等 6 个项目达到拟签
约状态。强化乡贤招商，举办乡贤春节餐叙会、家
乡籍在深人士联谊座谈会等活动，对接冷敷贴、兽
药、农产品销售、预制米饭、教育信息产业等 10 个
项目。强化活动招商，组织开展“走进大湾区”合
作交流招商系列活动，深度对接创意设计、农产品
加工、人工智能等多家优质企业和协会，目前正在
对接深圳市平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
森大实业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洽谈了食品产业、
智能制造、生物经济等产业项目。强化以商招
商。召开桦川县引资落地企业座谈会，挖掘出沥
青生产、产业园建设运营等 5 个新项目，正在持续
对接。投资 1 亿元的现代化农机塑料制造装备项
目，围绕农机产业链上下游两家配套企业，目前正
积极对接。

项目签约在纸上，更要落实在地上。项目引进
来，只是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始，要确保项目建设顺
利、早日达产生效，还必须做好跟进服务。长期以
来，桦川县持续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出实招，
首创推出服务企业“企航陪办员”制度，由营商环境
建设监督局全体干部职工担任“企航陪办员”，通过
为企业帮办、代办急难办理的服务事项，提供优质、
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
好结合，为经营主体减负担、破堵点、解难题。

营商环境改善得怎么样，企业最有发言权。

今年 3 月与桦川县成功签约的黑龙江桦盛鹅业有
限公司，目前已有 10 万只鹅苗顺利入厂。谈及入
驻桦川的感受，总经理于强直言：“服务非常周
到，太贴心了！”据于强介绍，签约结束后，在县营
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企业执照
第一时间办理成功，让他有了更多时间投入到厂
房建设中。更让他欣喜的是营商部门“扶上马又
送一程”的贴心服务，由于企业远离村庄，厂区没
有通信网络，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营商局反映
了此事，没想到仅用了 3 天的时间，问题就得到了
有效解决。

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鞭自奋蹄。未来，桦川
县将在农产品深加工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断开创农
业产业好“钱”景，奋力走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可
持续振兴新路子。

全方位“构”起助商大环境

本版图片均由桦川
县委宣传部提供

五月的桦川，处处涌动着蓬勃发展的滚滚热潮,焕发出
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包装精美的大米礼盒、健康首选的
山药产品、口味一绝的风味辣酱……行走在桦川县农副产品
一条街，琳琅满目的商品目不暇接，不禁让人感叹，原来“土
特产”还能有如此多的新花样！

近年来，桦川县坚持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
围绕稻米、畜禽、果蔬等重点产业，结合“1+4+N”产业布局，
持续深挖“土”的资源、放大“特”的优势、延伸“产”的链条，涌
现出“星火大米”、山药煎饼、“小伙伴”辣椒酱以及昊民鲜食

玉米等众多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特色农副产品。
据估算，2025年全县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
率将达70%以上，产值实现60亿元。

现代化施肥现代化施肥。。 智慧农业指挥中心。

农产品加工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

稻米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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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特色产业
跑出县域经济发展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