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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引培强龙头企业 

加快农业转型升级 

蒋骏超 高峰 

江苏省宝应县政府办公室 

近年来,江苏省宝应县紧紧围绕“产业化兴农”战略,不断加快农业产业规模化进程,先后荣获“全国有机食品

基地示范县”“全国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全国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等称号。 

发展现状 

龙头质态不断优化。目前,全县共有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82家,其中国家级 2家、省级 11家。2016年,实现销售收入 115

亿元,同比增长 10.2%,新增规上企业 2家、亿元企业 1 家,年销售亿元以上企业 11 家。农产品加工领域不断拓宽,宝粮集团、荷

仙集团、水仙公司、湖西岛公司分别成长为粮食、水生蔬菜、水产、有机食品四大特色产业的龙头企业。 

农业招商成效显著。一方面,积极走访对接。今年 4、5 月份先后赴河南、北京考察调研农业招商项目,目前,河南洛阳奥吉

特菌业已签订投资协议,计划建设美吉生物产业园,主要从事食用菌等生产、加工;中食集团拟与重点荷藕加工企业进行股份合

作。另一方面,聚焦项目招引。编制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重组等一批产业关联度高的招商项目,通过开展荷藕节等招商活

动,近三年共实施农业规模项目 62个,通过市重大办认定新开工项目 22个、竣工投产项目 17个,其中 5亿元以上项目 3个。 

品牌创建取得突破。目前全县拥有“三品一标”298 个,其中中国驰名商标 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3个、省著名商标 4个、

省名牌产品 6个。“宝应荷藕”入围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百强,“宝应慈姑”“宝应核桃乌青菜”入选中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湖西岛”有机大米/糙米获批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市场营销持续拓展。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各类农洽农展活动,进一步提升宝应农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荷仙、天成等荷

藕加工企业加强市场研判,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市场份额明显提高。在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建成优质农产品营销窗口 72 家,30

多种农产品进驻大润发、沃尔玛等超市和江、浙、沪大型批发市场。先后与天猫、京东、一号店、苏宁易购等合作,开设农产品

营销网点 100多家,积极打造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县级服务中心投入运营,建成村级服务站 58家,与苏宁易购推动建设“中华

特色馆·宝应馆”,10家龙头企业成功入驻。宝应湖、田田圈、大成羽绒等本土电商企业获批市级农业电子商务十强企业、示范

企业。2016年农产品网上销售额达 2.27亿元。 

示范带动不断增强。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在县内外建立种植基地 20 万亩、水产养殖基地 15 万亩,带动 22 万农户致富增

收。35家企业与相关科研院所紧密合作,宝粮、荷仙等企业新上农产品加工技改项目,2016年累计投入达 4000多万元,带动新增

销售 3.2亿元。目前,全县拥有有机食品基地 5个,省级出口农产品(荷藕)示范基地 8个,省级出口农产品(荷藕)示范区 1个。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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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有待加强。宝应湖有机农业开发区虽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但运作不到位,功能和影响力还需完善提升;宝

应湖农产品加工集中区是省级加工集中区,但产业特色还不明显,集聚效应还需进一步放大。 

精深加工有待提升。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配套设施不完善、科研机制不健全、专业人才稀缺,经营规模小、精深加工水平低,

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新型业态有待拓展。直销、连锁、配送等新型市场业态还不够丰富,农业电子商务、休闲观光农业、智慧农业等刚刚起步,

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仍是短板,农业功能拓展亟待强化。 

特色品牌有待创建。品牌宣传不够、谋划不深,重生产、轻营销,区域品牌宣传推介还需加强,产品品牌价值尚需提升。 

利益联结有待紧密。荷藕加工企业大都有自己的基地,但与藕农保护价收购协议不多,藕农利益得不到保障。羽绒产业不断

壮大,加工产值不断扩大,但两头在外,境内还没有大规模的原料基地,辐射能力不强。 

思路对策 

高点规划建平台。一是重点建设宝应湖农产品加工集中区。一方面,进一步科学规划功能区域,完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

提升园区品质。另一方面,围绕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既重视入园企业做大做强,又积极招引食品加工、外向型加工企业,以及科

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企业,预计到 2020 年,入园企业达 15 家,实现开票销售 50 亿元。二是积极打造宝应湖有机农业开发区。

坚持“生态立园、产业建园、科技兴园”,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强化招商,重点建成“六区一中心”,即中国十大名蟹(高效特水)

养殖区、生猪良种引繁区、生态农业度假区、有机稻米种植区、绿色蔬菜种植区、花卉林果种植区和有机农业研发中心,推动宝

应湖有机农业开发区可持续发展。三是规划建设荷藕加工集中区。以望直港、射阳湖、广洋湖等镇荷藕加工企业相对集中地为

中心,在望直港镇沿安大路规划建设集荷藕产业加工、储存配送、荷文化展示及农产品展销为一体的荷藕加工集中区,推动荷藕

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同步做好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完善,特别是污水处理设施,推动荷藕产业健康发展,做大做强宝应荷藕产业品

牌。 

精心培育提质态。一是加强龙头企业创建。抓好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龙头企业运行动态监测,实行优胜劣汰。制定企业梯度培

育计划,建立各级龙头企业培育名录库,及时跟踪国家级和省市级龙头企业申报信息,开展各级龙头企业创建。今年已申报省、市

级农业龙头企业 16 家,预计到 2020 年,全县县级以上龙头企业总数将突破 100 家。二是开展农业项目招引。积极争取上级农业

项目资金,对科技研发、升级改造、精深加工等方面进行扶持。建立农业项目库,开展“大招商、大拜访、大合作”活动,组织好

荷藕节等招商活动。三是实施农业品牌战略。重点打造“一主三特”品牌,即做响做大水产品“宝应湖”牌、水生蔬菜“荷仙”

牌、有机农产品“湖西岛”牌、粮食系列“宝粮”牌,同时宝应中华鳖、大闸蟹、大米争创地理标志产品,争创全国渔业健康养

殖示范县。鼓励龙头企业对农业品牌进行保护和开发,全面提升地方土特产的品牌形象。 

聚力创新促转型。一是深化科技创新。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加强技术合作,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消化相结合的方

式,改进农产品加工方式,引进、开发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打造龙头加工企业精品名牌。支持、鼓励和引导农业加工企业加大

治污、技改投入,促进节能、减排、增效。以宝粮集团、荷仙集团为主体,引进生产、加工、检验、检测等国内外先进设备,开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产品。二是加快融合发展。稳定粮油种植,实施“园区提升”工程,加快全县重点现代设

施农业园区建设,强化农业规模基地建设,加快农业规模化、设施化、机械化、信息化、科技化进程,健全园区功能、提升园区档

次,以基地促加工、以加工带发展。强化射阳湖荷藕产业示范园建设,创成全国绿色食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园。三是发展新

兴农业。抓住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及 S331 改扩建有利时机,结合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建设,拓展农业功能;以湿地公园、生态中

心和 S237生态廊道为主体,发展绿色休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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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市场求突破。一是拓展农产品流通。鼓励开展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辅助设施建设,推进市场流通体系与储运加工布

局有机衔接,扶持壮大扬州中众合农产品市场,促进本地农产品走出去。鼓励龙头企业在大中城市开设农产品专卖店、直营店,发

展连锁、配送直供等流通业态。二是发展农产品电商。借助淘宝、天猫、1号店等平台,开展农产品网上营销,拓展农产品网上销

售渠道,力争今年新注册农产品网店 10家。加大农村淘宝建设力度,新增村级服务站 30个,扩大与货通天下、苏宁易购、京东等

电商平台合作,引进知名电商企业 2 家,做大做强 U 宜佳、田田圈等本土电商平台,实现龙头企业与重点镇村全覆盖,农产品年网

上销售 4.8 亿元。三是扩大农产品出口。以外向型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为抓手,强化外向型农业建设,引导荷藕出口企业加快产

品改造升级,进一步扩大自主出口份额。扩大羽绒制品、通心粉等产品出口额,力争到 2020年,农产品出口创汇达 1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