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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蔚晓贤

传统企业的新赛道
产品触角不断延伸

7月11日下午，山东得利斯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思敏在
朋友圈里发了一则邀请函，邀请
大家参加7月18日山东丰得利食
品有限公司的开业典礼。

今年6月初，郑思敏在接受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时曾
透露，得利斯正在布局进军速冻
米面领域，没想到，得利斯的动作
如此之快，丰得利食品从成立到
开业仅历时7个多月。

郑思敏告诉记者，得利斯现
在重点发力的方向主要是速冻产
品和预制菜肴，“我们给自己的定
位是国民餐桌美食家，就是围绕
着餐桌做全场景产品体系的一个
概念。”郑思敏说。

回望得利斯的发展史，其实
是一部不断拓展新赛道的历史，
从创业之初的面粉厂到屠宰场，
再到低温肉制品、生猪养殖、保健
品，得利斯一直不断挑战产业链
的极限。2017年，得利斯从传统的
猪肉制品赛道驶上了牛肉制品赛
道，这一次，得利斯又驶上了速冻
米面的新赛道。

求新求变是诸城企业与生俱
来的基因。

今年1月初，诸城惠发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与沙县小吃集团有限
公司在福建沙县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惠发食品将全面负责沙县小
吃商标品牌运营。

是什么让相隔数千公里的两
个南北县城联系在一起？惠发食
品这个在人们印象中以生产肉丸
子为主的食品企业又是凭借什么
来负责“国际名吃”沙县小吃的商
标品牌运营？也许是我们低估了
这些与农业深度发生关系的企
业。不光是沙县小吃，惠发食品的
触角还伸向了海尔，加入海尔食
联网生态联盟后，惠发食品将提
供定制原材料，围绕烹饪场景打
造一套从食材到料理器械、料理
方式的“小白解决方案”。

这些诞生于诸城本土的企业
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特质：敢试、
敢干、敢闯、敢创，但无论怎么改，
怎么变，都始终未驶离贸工农一
体化、农业产业化的轨道，都在不

断为“诸城模式”注入新内涵。
很多观察者认为，“诸城模

式”之所以能保持长久的活力，最
根本还是守住了农业这份主业，
围绕现代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深
加工这条主线，把产业链做透做
强。

链条提升的新玩法
打造全产业链闭环

诸城市一直都把链条提升作
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可是长久以
来，产业链似乎只有大型企业才
玩得转，如何让普通农户也能成
为产业链条的一环，享受产业发
展的红利？对此，诸城有自己的新
玩法。

距离诸城市区十几公里外的
昌城镇孙村社区孙三村，山东仙
坛诸城食品公司项目的核心板块
食品加工厂区就位于这里。作为
一家肉鸡全产业链龙头企业，仙
坛自2019年起先后投资30亿元在
此布局“亿只肉鸡产业生态”项
目,实现了产业闭环全链接。

与传统肉鸡养殖项目不同的
是,山东仙坛诸城食品公司建成
的高标准场舍,全部免费提供给
养殖户使用,设备款项由养殖者

分10年、50批次还清。每批次公司
先行免费提供鸡苗、饲料及防疫
药品,出栏后再从结算余额中扣
除相应费用,解决了老百姓前期
资金不足的问题。

“在‘拎包养殖’模式下，养殖
户不用担心各种风险，每只鸡还
能保底净收入2元。可别小看这2
元，每栋鸡舍占地1440平方米，加
上自动化立体笼养技术，年出栏
肉鸡18万只。一栋鸡舍只需要一
户经营，扣除必要的成本，农户净
收入能有20万元至30万元。”昌城
镇党委书记刁立武说。

除了“拎包养殖”的仙坛路
径，诸城市还创新推出“按揭农
业”新模式，破解传统农业融资
难、融资贵等难题。

诸城市枳沟镇玉皇社区的村
民陈会强种了10年黄烟，2019年
的一场雹灾，让他的80多亩黄烟
全部绝产，20万元投资打了水漂。
遭受打击的陈会强打算转行种别
的。他听说旱地适合种苹果，但自
己既没钱也没技术。

转机出现在2020年年底。山
东启动“财政金融政策融合支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制度试点”，诸
城成为14个试点县之一。诸城财
政拿出3亿元，成立了一家专注农

业领域的市属国有企业——— 山东
禾融农业科技公司，由它来代替
农户前期投资建设运营。

山东禾融农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刘志新做了这样一
个比喻：“我们集团全额投资把园
区建好，由农户拎包入住。像买房
子一样，缴上首付，然后逐年还贷
款，农户承包时少投入甚至零投
入，再用果品回购的收益按揭偿
还企业的投资款，极大降低了经
营风险。”目前，禾融已经流转种
植矮化苹果1万多亩。未来计划用
3年时间再流转6万亩，惠及农民
将达30多万人。

延伸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
升价值链，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在探索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诸城
模式”从来不乏新路径。

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推进工商资本下乡

7月5日，诸城常山脚下的一
座大礼堂里，来自烟台牟平、招远
的101名农民正在参加山东省新
型农民创业培训。经过为期6天的
培训后，这101名农民将带着自己
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回到自己所在
的农村，带动更多的农民致富。

大礼堂有个响亮的名字“乡
村振兴大讲堂”，这个6700多平米
的培训中心是诸城常山永辉乡间
生态农场于2019年兴建的。13年
前，王永辉承包了这里1500多亩
荒地，投资8000多万元，将这里打
造成一座集生态农业、旅游观光、
休闲采摘、科普教育、农耕文化和
农家乐食宿为一体的现代观光农
业生态园。

在诸城市，像永辉乡间这样
的还有很多。在诸城市皇华镇小
庄沟矮化苹果产业园内，一排排
果树在微风中摇曳，嫩绿的枝叶
繁茂而旺盛。

这个占地1300亩的扶贫产业
园，由山东金盛元建设集团推出

“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合作社+
贫困村”运作模式，实行园区化管
理，资源整合、利益共享。一方面，
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可以到园区工
作，获取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
公司一次性支付584户贫困户192
万元苗木转让资金，同时，每年给
予8个贫困村每村2 . 4万元分红，
连续扶持20年。目前，已吸纳周边
就业人员1500人，带动周边发展
矮化苹果1万余亩，真正成为当地
农民长期固定收入的“钱袋子”。
这一带的农民，由“一金”收入变

“多金”，彻底实现脱贫致富。
这是诸城市以工商资本下乡

助推乡村振兴的一个侧面，也是
创新提升“诸城模式”的有力体

现。近年来，诸城市把培育新动能
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点，通过运
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激发乡
村振兴“诸城模式”新动力。

诸城制造的新品牌
走出国门成色更足

在诸城东晓生物科技公司,
一车一车的玉米粒被运到这里，
在这里，看似不起眼的玉米粒将
被加工成比面粉价格翻倍的赤藓
糖醇。

赤藓糖醇是一种功能性保健
糖,近年来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
新型零热量、低热量饮料的研制
与开发。然而，这种作为玉米深加
工的天花板产品，全球仅有三家企
业可生产，诸城东晓生物科技公司
是其中一家。目前,该公司已成为中
国唯一一家通过可口可乐认证的
赤藓糖醇生产供应企业，独家供应
可口可乐中国市场的需求。

食品加工插上技术创新的翅
膀,让诸城制造,不断跨出国门、
走向世界，诸城品牌的成色越来
越足。

今年4月29日，全国畜禽屠宰
质量标准创新中心在诸城揭牌。
中心将担起畜禽养殖、屠宰加工、
宰后品质保鲜、冷链物流配送等
全产业标准体系的制定、修订、验
证、推广等任务。

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标准中心
为什么会选择落地诸城？一方面，
诸城是全国畜禽产业重镇，仅
2020年，诸城全市就屠宰生猪200
余万头，宰杀肉鸡1 . 44亿只，屠
宰加工、屠宰设备制造、兽药饲料
生产、食品深加工及冷链物流等
关联产业都十分完备；另一方面，
诸城人意识到，有优质化、品牌化
的方向，才能把产业链的增值收
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统计显示，诸城已经培育起
省知名企业产品品牌6个，居潍坊
首位，潍坊市知名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1个，潍坊市知名农产品企
业产品品牌21个，潍坊市知名农
产品品牌引领企业6家。有效期内

“三品一标”达到115个，“诸城味
道”区域公用品牌产品达到11个。

今年年初，诸城市在“十四五”
规划中提出，将以创新提升“诸城
模式”为统领，打造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先行区。深度推动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引进农业
龙头企业，加快农产品品牌化建
设，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农
业产业链附加值。到2025年，农业
增加值达83亿元以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目
标，诸城一定能实现。

40年长盛不衰，“诸城模式”的活力密码
把产业链做透做强，农民收入“一金”变“多金”

绝大多数人都认可一种说法：“诸城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
发展历程的缩影。“诸城模式”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诞生、发展，
成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优秀代表，“诸城模式”的提法也提了
40多年，40年来，“诸城模式”的内涵不断推陈出新、持续发展，在
守住农业这份本业的基础上，求新求变正是“诸城模式”保持长
久活力的秘诀。

诸城现代化黄烟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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