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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素有“天下第一粮仓”美誉的榆
树市位于我省中北部，现有耕地面积
576万亩，其中园艺作物总面积37万
亩，产量158万吨，产值77亿元；设施
蔬菜面积 7.1 万亩，棚膜蔬菜园区
104 个，产量 90 万吨，产值 30 亿元。
2021年，榆树市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
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整县推进试
点。市委、市政府印发了《榆树市农
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整县推
进试点县项目实施方案和实施细
则》，牢牢抓住“四个强化”，齐心协力，
克难攻坚，扎实有效推进试点工作，
高质量完成了整县推进试点任务。

强化组织领导，提高工作摆位

榆树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产
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将其作为补
齐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短板、提升

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动小农户
与大市场有效衔接、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摆
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乡村振兴考
核重要内容。成立了由市政府主管
领导为组长，市直相关单位一把手、
项目建设乡镇街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为成员的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做到任务分工
明确，主体责任清晰，工作推进机制
完善，为高质量开展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
保障。

强化能力提升，助力产业升级

榆树市从用好用足国家扶持政
策、促进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角度出
发，充分结合本地实际，着眼项目建
设与发展园艺特产业相结合，立足蔬

菜、珠葱、圆葱等优势特色产业，依托
26 个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组织等新型经营
主体，总投资7000万元，建成农产品
产地仓储保鲜设施 100 个，其中，冷
藏库38个，气调库8个，预冷库1个，
通风库 53 个，推动榆树市特色产业
结构进一步由生产型向效益型转
变。榆树市坤泰种植专业合作社投
资273万元，建设了占地800平方米，
库容500吨的蔬菜冷藏库，2021年秋
季利用冷藏库收储土豆、西红柿、豆
角、南瓜、香瓜等果菜 386 吨。11 月
底，外埠蔬菜不能及时运输至当地市
场，合作社存储果蔬一次性清空，销
售收入114万元，利润27万元。榆树
市大川机械种植合作社投入 290 万
元新建 1184.12 平方米通风库，每年
储藏的白菜、土豆等冬储菜售罄后，

继续用来储藏玉米、水稻等其他农特
产品，有效提高了冷藏保鲜设施综合
利用率。据测算，合作社冷藏保鲜设
施的存储能力提升，带动周边 20 户
农户种植 30 公顷白菜，年存储白菜
600万余斤，可增收21万元。

强化政策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榆树市多措并举，通过政府组织
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等手段，努力营造各类主体想建、
愿建、能建的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
施建设氛围。要求各乡镇街道积极
配合，按照应报尽报、能补尽补的原
则，全力推动全市农产品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建设工作。项目专项工作组
深入乡村，通过传达文件精神、印发

“明白纸”和新闻报道等方式，深入宣
传解读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

设用地、用电、补贴等相关政策，详细
讲解主体申报、建设安全、审批公示、
补贴拨付等具体操作规程，了解建设
主体需求，切实提高主体参与项目建
设的积极性。

强化项目管理，确保高质高效

项目实施中，一方面行业主管部
门积极协调自然资源、供电、金融等
部门，帮助建设主体协调解决在用
地、用电和资金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
题；另一方面严格按照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要求，加强项目
管理，组织做好网上平台申报、纸质
材料审核、土地备案手续、建设主体
资质等工作。尤其是在验收阶段，聘
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
验收和评审，保证建设项目的质量和
合规性。

安图县位于我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长白山主景区坐落于境内，自然禀赋突出，素
有“长白山第一县”的美誉。2021年，安图县抢
抓获批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整县推进试点县
难得机遇，聚焦白山黑土生态特色农业资源优
势，加强冷藏保鲜设施建设，畅通了乡村产业
链供应链，提升了产地冷藏保鲜能力、商品化
处理能力和服务带动能力，促进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紧盯产业特色，科学布局、创新发展

安图县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有机产
品认证示范创建区、中国矿泉水之乡、中国人
参之乡、中国蜜蜂之乡，开展冷藏保鲜设施整
县推进试点建设恰逢其时。

“盯特色”，优化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布局。
2021年，安图县整县推进试点工作以《安图县
中药材发展规划（2019-2023）》《安图县农业产
业化发展规划（2020-2025 年）》等规划为引
领，以食用菌、有机果蔬、中药材、精品畜牧业
等特色优势产业市场需求为导向，聚焦“菜果
菌药蜂鸡猪牛”八大版块优势农产品，科学布
局冷藏保鲜设施建设，组织6个合作社、5个家
庭农场共 11 家建设主体，集中连片建设大中
型冷藏保鲜设施42个，新增冷藏保鲜库容1.9
万立方米，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建设施”，助力品牌建设出口基地打造。
近年来，安图县以“长白山黑土地”主导品牌为
统领，持续扩大安图人参、安图木耳、安图蓝莓
等特色农产品种养规模和品牌效益，冷藏保鲜
设施需求激增。整县推进试点建设为着力打
造知名长白山品牌、地理标志的品牌出口基地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人参产业为例，全县以
人参为主的中药材面积发展到 4980 公顷，中
药材产量在 6258 吨，产值 3.28 亿元。冷藏保
鲜设施的建成运营，带动属地新增“长白山”人
参生产基地5个、新增原料生产基地80公顷。
其中，国药钛谷“RENSHENTAI”和“源参”系
列两个“长白山人参”品牌产品外销损失率从
0.9%降低至0.6%，实现增效600余万元。

“搭平台”，创新推广运营模式。试点县项
目建设期间，安图县注重跟踪服务建设主体后
期冷藏保鲜设施生产运营情况，建立冷藏保鲜
设施信息共享平台，按照“统筹谋划、示范引
导、政策支持、技术服务、加强监管、整体推进”
的原则，大力推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
基地+农户”运营模式，发挥冷藏保鲜设施最大
效益价值，带动广大农民积极发展重点产业，

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据统计，辐射带动周边 4550 户农户增收近
1000万元，新增固定就业岗位300余个。

紧盯产业链条，创新思维、重点突破

建设冷藏保鲜设施，助力传统产业升级。
“十四五”期间，安图县大力发展人参、食用菌、
中药材、蓝莓、蔬菜、畜牧业等特色农业产业，拟
建设包括食用菌专业村、草莓专业村、山野菜种
植专业村、韭菜种植专业村等58个特色农业专
业村。安图县深刻领会国家推进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建设，对于提高安图县重要农产品
供给保障能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
兴和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意义。坚持以体制机
制创新为动力，以规范有效监管为保障，加快打
造标准、绿色、高效、全链条的具有安图地方特
色的现代化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服务体系。截
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120座，贮藏窖87座，通风库7座，各类冷藏库26
座。现有冷藏车73辆，运输能力5万吨，各类配
套清洗、分级、包装等生产线20条，作业能力4.4
万吨。

建设冷藏保鲜设施，助力重点产业精深发
展。安图县新合乡被誉为桑黄小镇，德明家庭
农场带动七顶子、青沟子村等村集体、农户及

合作社共同发展种植桑黄 17 处，设立了多个
桑黄孵化基地，从而形成了在桑黄产业中的规
模优势。冷藏保鲜设施建设不仅让当地农民
看到了桑黄的巨大前景，更大力推动了当地药
用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切实形成特色产业及三
产融合发展的趋势。桑黄采摘时期为十月下
旬以后，而采摘后桑黄子实体又易吸潮，因此
桑黄晾晒、储藏就成了重中之重。冷藏保鲜设
施项目建成利用，可贮藏桑黄数百吨，预计年
总收入达到 600 余万元，年纯利润近 100 万
元。带动多个村屯农户及困难户就业 300 余
人，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近万元。

建设冷藏保鲜设施，助推资源优势转化。
安图县生态完好，资源丰富，境内的经济动、植
物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是一座巨大的立
体资源宝库。近年来，依托资源优势，初步形
成了以人参、五味子等为主的中药材产业，以
黑木耳、香菇为主的食用菌产业，以林蛙、蜜
蜂、延边黄牛等为主的经济动物及精品畜牧业
和以绿色有机大米、蓝莓、山野菜等为主的绿
色食品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目前，已有人
参、蓝莓、山野菜、鲜食玉米、灵芝、松江香瓜、
蒲公英等休闲农业基地。其中鲜食玉米拥有
天景、爱愈浓等5个品牌，在国内31个省、市、
自治区设有销售网络，辐射国内300多个中等

以上城市，并远销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产
品产销率 100%。农产品仓储保鲜项目的建
设，为安图县农产品销售提供一个更加良好的
发展方向，助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将
进一步扩大安图县鲜食玉米和蔬菜、山野菜的
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紧盯产业需求，精准施策、共建多赢

冷藏保鲜设施整县推进试点项目建设的
精准实施，推动了安图县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和建设生态县的步伐，既促进了农民增收，又
扩大了城乡就业范围，有效地促进和带动地方
的经济发展。

需求引导精准施策。实际工作中，安图
县按照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需求，全力支持建
设意愿强、经营水平好、发展潜力大的优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产业集聚度高、需求
旺盛的食用菌、果蔬、中药材等主导种植类
农产品为主开展设施建设，积极协调为 11 个
建设主体落实农业用地用电等优惠政策，帮
助 5 个建设主体通过入股、租用等方式将村
集体闲置房屋、废弃厂房或经营性建设用地
等用于设施建设。截至 2021 年底，安图县新
增冷藏保鲜存储能力 1 万余吨，农产品仓储
保鲜冷链物流总产值达到 1.68 亿元。

政策指导直达到位。一是及时组织召开
金融系统、农担公司参加的座谈会，与主体面
对面讲解业务，协调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
帮助建设主体贷款 320 万元。二是建立农产
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技术服务工作机制，
利用线上、线下等多渠道先后开展技术指导60
余次。得益于政策指导到位，有效激发了建设
主体内生动力，2022 年，全县还将有 21 个主
体，建设23座库体、41个设施，总库容将新增
56380立方米。

产业带动成效显著。一方面，冷藏保鲜设
施建设带动了一批地域优势明显、加工能力
强、品牌效益突出、带动功能强的农产品生产
基地建设，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
连农户、产加销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另一方
面，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带动了县域食用菌综合
加工园区建设，实现了“南菇北移”的产业发展
方向。2021年，安图县依托当地资源和气候的
优势，充分利用冷藏保鲜设施，实施杏鲍菇、白
玉菇等工厂化种植，拓展东北食用菌种植结构
和发展空间。据统计，食用菌总产值 1.88 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近 300 个，年销售杏鲍菇鲜
品1万吨，销售收入4700万元。

牢牢抓住“四个强化”

榆树高质量完成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试点任务
□ 周千晟 丁晓云 本报记者 徐文君

安图县：

“冷”设施壮大“热”产业
□ 周千晟 丁晓云 本报记者 徐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