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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即墨区特色农业的几点思考
孙召贵　谭胜利　何义江　杨海波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农业农村局，青岛 266200）

摘要：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采取诸如优化区域布局、加快土地流转、抓载体搭平台、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推进标准化生

产等措施，特色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和显著成效，但仍大有潜力可挖。为此，对当前即墨区特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和

短板进行了深入分析，找准了其中的瓶颈问题和症结所在，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数项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为各级有

关部门的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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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要

走出一条人无我有、科学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道 
路 [1]。近年来，青岛市即墨区围绕立足特色、做大规

模、做强品牌，大力发展规模化高效特色农业，一条

切合即墨区实际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日益坚实且越

走越宽、越走越稳。

1　发展现状和成效
1.1　优化区域布局，实现特色农业优势化发展　科

学统筹区位优势和特色农业发展潜力，加快构建即

墨区农业“两带三片四区多园”的现代农业布局 [2]。

“两带”即东部山海农业发展带和西部大沽河生态

农业发展带；“三片”是指 3 个特色农业发展片区：

东部果茶薯芋片区，西部种子蔬菜片区，北部花草中

药材片区；“四区”即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畜禽发

展区，沿海现代渔业发展区和南部农产品加工、物

流、销售聚集区；“多园”指分布在全域内高端农业

精品园、示范园、标准园、现代农业产业园等。这种

“分区划片、片中有区、区中有园”的空间布局，正在

发挥巨大推动作用，引导农业优势产业集聚区积极

实施特色产业组团发展。

1.2　加快土地流转，实现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　

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土地确权工作，完善

区、镇、村 3 级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体系，推动土地

流转，加快适度规模经营。灵山、大信两个镇实施

的整镇土地流转试点，流转成方连片过千亩的土地

1733hm2。2020 年特色薯芋种植面积达 3333hm2，

中药材、花卉种植面积超过 1333hm2，早已闻名遐

迩的金口芹菜种植面积达 333hm2，大信镇、蓝村街

道的高端食用菌产业集群年生产出口菌棒 500 万

棒，实现产值 2 亿余元。全区规模化经营面积达到

34000hm2，土地规模经营占比 61.7%，特色农业规模

化发展取得可观成效。

1.3　抓载体搭平台，实现特色农业园区化发展　与

时俱进，紧扣现代农业发展脉搏，积极拓展“农业 +
加工”“农业 + 休闲”“农业 + 康养”等一系列“农

业 +”项目，大力创建农业产业园，实现特色农业园

区化发展。目前，全区建设的特色农业园区有 164
个，创建即墨（移风）现代种业产业园等 10 个区级

园区，其中花乡药谷、梅香茶韵等 6 个产业园已申

报创建青岛市级产业园。“花乡药谷”产业园重点

发展中药材花卉产业，种植丹参、黄芩、玫瑰、香草、

金银花等各类中药或鲜花已超 1333hm2，对周边区

域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预期的中国北方道

地药材生产基地已初见雏形。即墨（移风）现代种

业产业园已成功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引进包

括世界种业前 4 强之一的荷兰瑞克斯旺等种子企业

15 家，现正全力打造青岛国际种都核心区，为申报

国家级种业产业园做全面准备。另外，向阳小镇、王

圈绿谷、莲花山·莲花湾等 9 个田园综合体成功创建

青岛市级田园综合体，灵山镇、金口镇获批创建青岛

市级产业强镇。

1.4　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实现特色农业产业化

发展　即墨区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扶

持其做大做强。目前，全区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超过

4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1742 家，其中青岛市级以

上示范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达到 204 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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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青岛市级“新六产”示范单位 4 个，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 3 个。青岛华盛泉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 6
家企业被评为青岛市级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单位。资

金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整合 2000 余万元财政资金，

通过水肥一体化等项目对全区新型经营主体进行精

准扶持，投入 300 余万元对全区农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新型职业农民进行技能轮训。

1.5　推进标准化生产，实现特色农业品牌化　即

墨区在发展特色产业时，积极实施农业标准化和标

准园创建工程。坚持国标、地标、企标有机结合，推

进特色产业全程标准化，实现农产品种养加等全产

业链标准体系全覆盖，打造一批农、畜、渔标准园

（场）。目前，已创建特色果菜茶无公害生产基地 91
个，无公害、绿色、有机等“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总

数达到 288 个。同时，加大特色农业品牌培育力度。

全区创立了青岛市第一个区级区域公用品牌“采食

即墨”，并名列全国 2019 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

100 强第 4 名；“白庙芋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目录；“田瑞牌鸡蛋”等 5 个品牌获评山东省知名

农产品品牌；“即墨地瓜”等 23 个品牌获评青岛市

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知名农产品品牌。

2　存在的不足和短板
2.1　规模化面积小而散　总体上看，全区农业高效

特色产业主要存在面积小、种植分散不成规模的问

题。发展过程中缺乏规模、质量、辐射能力比较突出

的龙头产业带动，特色产业没有形成规模化，产量跟

不上市场需求。如中央电视台对白庙芋头进行了宣

传且引起多方关注，很多单位和企业发来了定单，但

因白庙芋头种植面积仅 133hm2 左右，产量少而无法

接单，如何解决白庙芋头重茬种植从而扩大种植规

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2　产业化程度不高　即墨区特色农业发展在市

场化、专业化、一体化、集约化、社会化、企业化等方

面还存在明显不足。特色农业在生产、加工、推介、

销售等环节链条不长，综合加工能力不足，三产融合

程度较低，导致特色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为发展扩

大生产规模带来一定难度。

2.3　支持力度不够　多数特色种植投入的资金要

比常规种植投入的资金比例高，而且具有一定的投

资风险。仅靠个人或经营主体进行投资有一定的难

度，需要政府、社会等各界给予综合性大力支持。特

别是在土地、资金、技术、宣传等方面存在支持短板。

3　发展建议及措施
3.1　进一步加快土地流转，扩大特色种植规模　突

出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比较优势，积极推进特色农

业向优势区域布局，集聚形成特色产业功能区，打

造“新六产”特色载体和发展平台。鼓励通过土地

流转、土地托管、土地股份合作等形式有序流转土

地，实现土地向园区集中，推进特色农业生产规模

化经营、市场化管理，扩大高效特色种植规模，逐步

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进

而推动全区域特色农业种植业全面发展。争取 3~5
年，甘薯种植面积发展到 6667hm2，特色花卉发展到

6667hm2，中药材发展到 6667hm2，羊肚菌等食用菌

发展到 667hm2。

3.2　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大力发展高端农业集群　

近些年，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对特色农产品

的需求日益增多，高消费人群对高端农产品、特色农

产品的需求市场也越来越大。要结合即墨区实际，

把发展高端特色种植业继续作为深化调整农业结

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重点引进和发

展效益在 30 万元 /hm2 以上，尤其是在 75 万元 /hm2

以上的高端特色农业品种，并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

装备，形成产业规模集群。

3.3　进一步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化发展　推动产

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

经济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3]。坚

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把产供销、贸工农、

农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三产融合发展新业态，

构建起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同时，加大双招双引力

度，积极引进现代农业龙头企业，采用“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 + 基地”的模式，打造产业化联合体，

拉动特色农业发展，加快形成新的农业生产发展内 
循环。

3.4　提升标准化水平，加快品牌化发展　立足全区

特色种植业发展现状，坚持“统筹培育、协调发展”

的原则，以特色资源和优势产业作为突破点，注重培

育衍生特色农业品牌，打造一批具有本土特色、带动

效应较强的农业品牌。围绕全要素、全系统、全过

程，加大智慧农业技术集成创新与成果的推广应用

力度，引导特色种植业生产经营主体主动应用智慧

农业技术，打造智能、精准、高效、绿色、智慧、特色种



研究论文44 2021年第１期

遵义市酒用优质糯高粱品种筛选初报
杨再志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凤冈 564200）

摘要：为筛选出适合遵义市与凤冈县相似生态条件区域种植的酒用优质糯高粱品种，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对遵义市种子企

业已登记且种植面积较大的 8 个酒用糯高粱品种进行对比栽培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每 667m2 平均产量红缨子为 499.63kg、黔

高 8 号为 485.13kg、金粱糯 8 号为 479.97kg，产量分列前三，较其余参试品种极显著增产。红缨子、黔高 8 号、金粱糯 8 号丰产

性好，抗倒伏性及适应性强，可作为遵义市与凤冈县相似生态条件区域酒用糯高粱生产基地优先选用品种。针对高粱紫斑病，

提出了选用生物农药多抗霉素进行防治的方法，以供各地参考。

关键词：酒用；糯高粱；品种；筛选

基金项目： 贵州省十大千亿工业（优质烟酒）产业振兴项目：高粱种植奖
补项目

遵义市是茅台酒的故乡，本地高粱、小麦是酿

造茅台和辖区内酱香型系列白酒的主要原料 [1]。

2019 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优质烟酒列为贵州省十

大千亿级工业振兴产业之一，酒用高粱种植作为优

质烟酒产业振兴项目重要建设内容配套了专项资金

补助。为加快遵义市酒用高粱产业发展，助推“世

植业发展基地，全面提升种植业产品标准化生产和

标准化加工水平。注重培育衍生特色农业品牌，打

造一批具有本土特色、带动效应较强的农业品牌。

针对即墨地瓜、金口芹菜、中药材等即墨现有特色农

业，重点通过引进种植技术、创新经营理念、提升产

品品质、强化政策支持等措施，推进特色种植业品牌

建设，促进现有特色品牌提档升级。另外，制定出台

支持特色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并通过建立全方位

立体宣传体系，以政府为主导，以生产单位为主体，

以新闻媒体为平台，以农交会、推介会为手段，以提

高知名度和经济效益为目的，全力推进产业发展。

3.5　推进利益联结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充分发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引导农户在特色种植、

传统工艺、文化传承等方面与新型经营主体加强合

作。鼓励农户以资金或土地经营权入股，加入农民

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

推广“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专业市

场 + 合作社 + 农户”等经营模式，开展农超对接、农

社对接，建立完善订单协作型、保底分红型、股份合

作型、产销联动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农户与特色

农业、现代农业有机街接，从而不断提升广大农民的 
收入。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传统意义上的农业

生产，侧重于提高粮食产量和保证粮食安全。现阶

段，我国农业的发展现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

粮食自足基本实现，另一方面是粮食安全问题受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现代特色农业以质量与效益

为重心，相比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两者之间存在

和而不同、竞合共生的关系。历经多年努力，即墨区

开创的特色农业区域化、规模化、产业化、园区化、品

牌化发展之路，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卓然成效，成为现

代特色农业和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两者融合发展

的生动实例。展望未来，只要我们摸清家底，找准瓶

颈，精准施策，即墨区现代特色农业必将大有天地、

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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