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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100家"新六产"
市级示范主体

农业“新六产”是指农业产
业化的“升级版”。指第一产业
接二连三、向后延伸，第二产业
接一连三、双向延伸，第三产业
接二连一、向前延伸，一产的一
份收入，经过二产加工增值为
两份收入，再通过三产的营销
服务形成三倍收益，综合起来
是六份收入，产生乘数效益，实
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意见》中称，着力构建菏
泽特色现代农业与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现代产业新体系，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精准脱
贫、产村融合和农村繁荣，为全
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农
村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重要支撑。

  《意见》中重点归纳总结了
农业“新六产”的终端型、体验
型、循环型、智慧型“四种业
态”。到2020年，菏泽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总体水平明显提升，
培育产业链条完整、功能多样、
业态丰富、利益联结紧密的农
业“新六产”市级示范主体100
家，形成食品加工、纺织服装、
林木加工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竞相发展的良好格局。主营业
务收入过亿元的农产品加工企
业超过1200家。品牌意识不断
提高，农产品加工物流业和休
闲农业进一步提升。农业竞争
力逐步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
加，农村活力显著增强。

塑造四种新型业态

打造终端型业态，是立足
农产品的开发生产与加工增

值，在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的
基础上，构建农产品从田头到
餐桌、从初级产品到终端消费
无缝对接的产业体系。以优势
特色产业为基础，发展农产品
初加工、精深加工、商贸物流等
后续产业。以农产品加工业为
骨干，向前延伸发展规模化、标
准化原料基地，向后延伸发展
流通业和餐饮业。以商贸物流
业为引领，发展农产品订单式
种养殖基地及配套的产后加
工、生产服务。

打造体验型业态，利用
“旅游+”“生态+”等模式，推
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
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扶
持建设一批具有历史、地域、
民俗、人文特点的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区、齐鲁美丽田
园、美丽休闲乡村等示范点。
推进“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

园、劳动变活动、产品变商
品”，引领休闲农业快速发展，
促进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
观光旅游融合发展。

打造循环型业态，是立足
农业废弃物和加工副产物的资
源化利用，发展生态农业、绿色
农业、循环农业，构建生态保护
与效益并举、可持续发展的产
业新体系。在农业各产业间，打
造产业上下游有机关联、“资
源—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
资源”完整的农业生物产业链，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发展绿
色循环经济。

打造智慧型业态，深入实
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
着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应用，
对大田种植、畜禽养殖等进行
物联网改造，带动全市智能农
业发展。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等先进技术，改进统计分析、
生产调度、信息发布等手段，健
全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把

“互联网+”作为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的助推器。

打造农业“新流产”

壮大提升龙头企业，完善
龙头企业评选认定和运行监测
管理，实行动态管理。推进龙头
企业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深入实施重点企业培育
计划。支持龙头企业兼并重组、
强强联合，组建大型企业集团，

推进集群集聚发展。
  规范发展农民合作社，鼓
励农民合作社从产品合作走向
产业合作，从单一要素合作走
向全要素合作，从生产终端合
作走向全产业链合作。积极做
好明星社和市级以上示范社的
动态监测，发挥示范社的示范
引领作用。引导农民合作社按
产业链、产品、品牌等组建联合
社，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发展
农产品储藏、运销及产地初加
工。支持有能力的农民合作社
创办龙头企业。
  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完善
全市家庭农场备案登记办法，
引导和鼓励粮食、蔬菜、畜禽等
领域的专业大户向家庭农场转
型，实现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管
理、品牌化营销。鼓励家庭农场
完善资源、资产管理，发展新型
业态，不断提高经营规模和效
益。开展家庭农场示范场市、县
联创活动。

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支持经营性服务组织为农民提
供生产、加工、贮藏、销售、科技、
信息、融资、保险等农业生产全
程服务，实现规模化经营与农民
共享收益的有机统一。引导社会
资本进入农业相关领域,发展种
苗繁育、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
等高端高效农业,投资建设农产
品加工企业,或通过技术入股、
资金入股、联合经营等方式与农
业龙头企业合作,带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

菏泽加快发展农业“新六产”，塑造四大新型业态，到2020年

培培育育过过亿亿农农企企超超11220000家家
本报记者 赵念东

近日，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农业“新六
产”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中了解到，为加快转变菏泽市
农业发展方式，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有效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加快推进农业“新六产”融合发展，积极培育终端型、体验型、循环型、智
慧型农业“新六产”等四种新型业态。到2020年，培育出市级示范主体100
家，主营业务收入过亿元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2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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