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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11月19日-20日，由鲁抗动
保特约承办的“2020中国猪业

‘文化+科技’创新论坛暨中国
农牧上市公司及头部企业生猪
存量市场战略发展峰会”在济
宁举行，包括政府领导、专家学
者、知名企业人士等在内的百
余位重量级嘉宾参与，共话行
业挑战及机遇。

当前，在非洲猪瘟、新冠肺
炎“双疫情”影响下，中国养猪
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与挑战。经济内循环的大形
势下，面对增量市场之后的存
量市场，集团化养猪企业如何
延续优势获得新发展成为行业
人关心的热点话题。

本次大会以“融合创新，引
领未来”为主题，采取特邀制，
即特别邀约政府相关领导、院

士、教授、专家、上市农牧公司
高管及省市养猪行业协会领导
等百余位重量级嘉宾参加。

本次创新论坛内容丰富，
包含了中国养猪产业各省会长
行业发展研讨会、中国农牧上
市公司及头部企业生猪存量市
场战略发展峰会、产业链价值
增长论坛、头部企业增长战略
论坛等四大论坛、六场主题分
享，既有专家学者从理念高度
对行业发展进行解析，也有知
名企业家带来案例分享，理论
与案例相结合围绕生猪产业发
展的行业态势、创新热点、发展
新模式等课题开展深刻讨论，
探讨面对未来存量市场，大规
模扩张后的养猪企业如何从资
本、土地等硬实力向“文化+科
技”软实力转变，从组织文化养

猪、科学技术养猪等角度重新
打造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让文
化+科技双向融合成为我国生
猪产业实现逆势超车的新引
擎。

鲁抗医药是国有控股综合
性医药企业，主要业务涵盖人
用原料药、人用药制剂、动植物
保健药品和环保科技四个主要
产业板块，是国内首批进入兽
药行业的大型医药企业。鲁抗
动保(舍里乐公司)作为鲁抗医
药的全资子公司，系全球动保30
强企业、中国兽用原料药类10强

企业，兽用生物药品领域龙头
企业。

鲁抗动保始建于1991年，多
年来，始终坚持创新引领、品质
保证、服务三农的理念，不断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相继开发了
大环内酯类、β-内酰胺类、解热
镇痛类、多肽类的兽用原料药、
制剂、动物营养及生物制品。形
成了猪用产品系列、禽用产品
系列、水产用产品系列、饲料添
加剂系列、微生态制剂系列五
大产品系列，吉力畅、泰美威、
阿莫维克、利安歆、速克欣等多

个制剂产品深受全国各大养殖
集团及终端用户的好评。

鲁抗动保以质量为立厂之
本，所有厂房、生产线和产品均
通过中国GMP认证；积极实施
国际化战略，产品60%以上出口
国际市场，年出口额逾亿美元。
2020年鲁抗动保实现销售收入
12 . 5亿元，利润1 . 5亿元。未来，
鲁抗动保将继续秉承为中国畜
牧养殖业发展持续提供高品质
的产品和服务的使命，为动物
健康、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保驾护航。

共话发展，百余位重量级嘉宾齐聚鲁抗医药

中国猪业“文化+科技”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文/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于伟 通讯员 桂梅 璐瑶 雅婵

论坛活动现场。

鲁抗医药董事长、总经理彭欣致辞。

发展第三产业
人均年收入2万多

“我们在实验室要对菌种进
行培养、实验，温度、湿度、二氧
化碳浓度都有很高的标准要
求。”作为泰马菌业实验室主任，

刘士香对于培育菌种的流程可
谓是头头是道，如同专家一般。

可在早些年，刘士香也只是
刚刚嫁到马厂村的一个普通村
民。自从嫁过来后，她一直想找
个在“家门口”的工作。“可是大
马厂村地处矿区，一直以发展煤
炭运销业为主，这个行业的工作

对我来说有些不切实际。”刘士
香说，幸好6年前村里创办了集
体企业，让她终于有了“活”干。

通过培训、学习以及积累各
个岗位的工作经验，刘士香从一
个对“菌种产业”一无所知的普
通人变成了现在的“菌种培育专
家”。“我现在一个月工资4000元

左右，作为村民，村里每年年底
还会给我分红，这可是实打实的

‘富’了。”刘士香笑着说。目前，
在大马厂村的村集体企业利马、
泰马菌业工作的村民就有200多
人，而且每个人的月均收入都在
3000元以上。

“之前村里作为国家大型统
配煤矿鲍店煤矿的驻地村，很多
村民都从事煤炭运销业，虽然为
村民的收入带来不少的收益，但
毕竟煤矿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产
业，所以大伙儿还是认为应该有
属于自己的村集体产业。”大马
厂村村党支部书记王建章告诉
记者，为了发展村集体产业，村
两委瞄准机遇发展第三产业。先
是在矿区投资建设了一个占地
60亩、1000多个摊位的大型农贸
市场，这样既解决了矿工及家属
生活不便的问题，又为村里的剩
余劳动力找到了就业岗位，而且
也为村集体的第三产业发展赚
得了“第一桶金。”

利用发展服务业积累的“第
一桶金”，大马厂村依托邹城市
太平镇食用菌产业基础，因地制
宜，2010年投资建设了现代化大
型食用菌生产企业——— 利马菌
业，并引进了美国、日本生产设
备，成为了集生产、销售、加工、
科研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随着进一步扩大产能，
2019年投资成立了泰马菌业，现
已投产达效。目前，两个企业可
年产优质金针菇6 . 8万吨，产值4
亿，吸纳就业近500人。值得一提

的是，2019年，马厂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就高达5000万元，村民人
均年收入2万多元。

强村带弱村
抱团发展集体经济

在村两委的带领下，大马厂
村成功实现了村民的收入方式
由煤炭运销到发展民营经济的
跨越。依托利马菌业、泰马菌业
等村办企业，每年拿出集体收入
的三分之二给村民分红，人均达
到了1万多元，同时，还带动了包
装、运输、餐饮等相关产业发展，
提供就业岗位近1000个。

“作为村集体产业，我们选
择与邻近的20个集体经济薄弱
村，通过上级扶持资金以及镇政
府配套，采用注资参股、共同致
富的路子，在泰马食用菌注资参
股了600万元。”济宁利马、泰马
菌业总经理张广龙介绍。致富不
忘相邻，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较
好的“带头村”，村民增收、扶弱
助贫也是他们的责任与担当，随
着两个企业不断的发展，对于人
员的需求也是逐渐增加，本村的
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的需
求，所以与周边的20个集体经济
薄弱村合作，也是“双赢”的一个
结果。

“抱团才能促发展，目前，
我们采用保底分红的方式，参
股的20个村集体每年至少能获
得2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张
广龙说。

邹城市大马厂村摆脱煤矿依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食用菌产业让村民看到新希望
文/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易雪 通讯员 张长青

邹城市大马厂村由于地处矿区，很多村民从事煤炭运销业。近年来，大马厂村的第三产业发展迅
速，村集体创办济宁利马菌业、泰马菌业等企业，研发出自身的食用菌育种，所培育的优质金针菇发往
全国各地。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村民就业问题，还对周边的集体经济薄弱村进行了帮扶，带动
邻村共同发展。日前，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探访了这个村庄。

现代化的大型食用菌生产线。 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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