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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产业化是新时期实现农牧区经济工业

化、城镇化的基础和前提，是促进农牧业增效、农牧

民增收、实现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大通县以农业

结构调整为主线，把发展农牧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发

展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抓

手，创新工作方式，提升服务水平，使全县农牧业产

业化经营工作取得较快发展。

1 大通县基本概况

大通县位于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北部，地处北纬

36°43′~37°23′、东径 100°51′~101°56′，

境内海拔 2 280~4 622 m。大通县属典型大陆性

气候，年平均气温 2.8~5.1 ℃；太阳辐射强，光能

资源丰富，年平均日照时数 2 530~2 605 h；年均

降雨量 450~800 mm；无霜期 100~120 d。全县辖

20个乡（镇），289个村民委员会，7.48万农户，33

万农业人口；全县总面积 3 090 km2，其中耕地面

积 4.54万 hm2。

2 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现状

2.1 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截至 2013年底，全县已培育农牧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33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1家、省级龙头企

业 2家、市级龙头企业 22家、县级龙头企业 8家。全

县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资产总额达 11.1亿元，产

品种类多达 100余个，年销售收入达 5.4亿元，带动

农户 4.5万户，年户均增收 1 200元。初步形成了上

档次、上规模、科技含量较高、带动能力较强的农牧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产业集群。

2.2 农牧业产业化基地初具规模

截至 2013年底，全县羊存栏 28.65万只，出栏

15.22 万只；牛存栏 13.55 万头，出栏 9.99 万头，其

中奶牛保有量 6.31万头；生猪存栏 16.50万头，出

栏 19.87万头；鸡存栏 26.50万只。全县建成设施蔬

菜农业示范基地 17处；规模养殖基地 71处（省级标

准化畜禽规模养殖场 56个，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养殖

场 3个），其中生猪 25处、肉牛 20处、奶牛 6处、肉

羊 9处、蛋鸡 6处、特种动物 5处。

2.3 农畜产品品牌初现端倪

截至 2013年底，累计认证登记“三品一标”农

产品 41个，登记保护“大通马铃薯”、“大通鸡腿葱”

和“大通牦牛肉”地理标志农产品 3个；形成了“大

通马铃薯”、“老爷山”牌大通蔬菜、“大通牦牛”等区

域公共品牌和“绿杰”、“绿草源”、“雪域纯”等著名

商标品牌，其中“绿草源”荣获“全国驰名商标”称

号、“绿杰”荣获“青海省著名商标”称号、“老爷山”

和“山城岭”荣获“西宁市知名商标”称号，提高了品

牌效应，助推了优势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

2.4 农牧业产业化主格局初步形成

经过几年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引导和扶持，围

绕油菜、马铃薯、蚕豆、蔬菜、中药材、特色果品、牛

羊肉、奶牛、毛绒等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龙头企

业，发展了高原绿色肉食品加工业，形成了“屠宰、

加工、包装”为一体的清真牛羊肉加工中心；以市场

引导为依据，做活了蔬菜生产、保鲜运销加工、花卉

苗木繁育及中藏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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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农牧民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截至目前，全县共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360

家，其中种植业合作社 86家、林业合作社 54家、畜

牧业合作社 151家、服务业合作社 34家、其他类合

作社 35家；全县合作社已有 5 983名社员，辐射带

动农户 2.76万户。通过加强培训和指导，农牧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连接龙头企业、市场和农牧民的桥

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增强。

2.6 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部门的

支持和指导下，大通县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

强，2013年全县粮食产量 8.63万 t、油料产量 4.16

万 t、蔬菜产量 29.94 万 t、肉类产量 3.34 万 t、牛奶

产量 4.68万 t、鲜蛋产量 2.49万 t。

3 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取得的成效

3.1 因地制宜确立主导产业

农牧业产业化不仅涉及到种养业，而且关联到

加工企业，延伸到流通领域，必须采取配套措施，联

动发展。对此，大通县重点围绕油菜、马铃薯、蚕豆、

蔬菜、中药材、特色果品、牛羊肉、奶牛、毛绒等特色

优势产业进行专项推进，发展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中介组织、农畜产品基地的建设。2012年建立特

色种植基地 50 个、面积达 3 533.3 hm2，建立各类

良种繁育基地 3 091.3 hm2，新（扩）建规模化养殖

基地 8个，建成设施蔬菜生产基地 17个。通过加强

农畜产品基地及其基础设施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农

畜产品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3.2 一村一品快速发展

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深化升级，全县以发挥

资源、传统和区位优势为前提，围绕主导产业和产

品发展，以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

设为主要内容的一村一品发展取得良好开端，在局

部地域已形成主导格局。据调查，至 2012年底全县

一村一品专业村发展到 19 个，占行政村总数的

6.5%，比 2011年增加 1个，增长率 5%。综合分析，

全县一村一品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主导产业日趋凸显。围绕特色蔬菜、优质果

品、食用菌、中藏药、苗木生产、特色规模养殖等主

导产业和产品发展，形成一批专业基地、专业村和

专业户。

2）覆盖领域不断拓宽。一村一品由过去以种植

业为主向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农产品加工和运

销、休闲观光等涉农服务业及非农产业并举转变，

种植业由过去以粮食生产为主向粮食与经济作物

并举转变，一村一品覆盖的产业领域不断拓宽。

3）产业层次逐步提升。一村一品主导产业和产

品规模不断膨胀，标准化生产水平不断提升。19个

一村一品专业村中有 9个蔬菜、瓜果专业村种植基

地，共 571.3 hm2，平均种植规模 63.5 hm2；2个绵羊

养殖专业村共存栏绵羊 1.25万只；2个苗木专业村

总种植面积 90 hm2；6个大田作物优质品种种植面

积共计 416 hm2。

4）区域带动日益增强。全县一村一品发展对区域

主导产业培植、农产品市场销售和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带动作用日益增强。全县 19个一村一品专业村，带

动主导产业从业农户 3 918户、从业人员 8 915人，

分别占专业村农户和从业人员的 80%、41%。

3.3 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迅速

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

重要载体，是引导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助农增收的

重要带动力量。近年来，政府部门通过市场引导、招

商引资、政策扶持、资金投入、营造环境、强化服务

等有效措施，促进了农牧业龙头企业的健康快速发

展。

1）数量迅速增加。经过几年的精心培育，大通

县农畜产品加工型龙头企业正以“群龙起舞”的势

头迅速发展，许多中小型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相继诞

生。全县农牧业企业 39家，其中以农业生产加工为

主的企业 16家、以畜牧养殖或加工为主的企业 15

家、其他 8家；农民工人数达 2 000余人，农牧民在

企业中获取的收入达 2 136万元。全县有一定规模

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15家，其中粮油加工 5家、肉

食品加工 1家、马铃薯加工 2家、豆类加工 2家、蔬

菜加工 5家，资产总额达 3.4亿元，年加工量 11.8

万 t，年销售收入 2.1亿元，产销率均在 95%以上。

2）企业规模日益壮大。目前，全县 33家农牧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11.1亿元，比 2012

年增加了 2亿元；销售收入 2 000万元以上的已发

展到 9家；从业人员达到 2 287人。国家级农牧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家、省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 2家，上述 3家企业拥有总资产 3.8亿元；

市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0家，县级农牧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8家。这批具有较强带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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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龙头企业利用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优势，组织

统一的生产、加工、销售，有效地提高了全县农牧业

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4 存在的问题

农业龙头企业还存在规模小、层次低、带动力

不强、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加工链条较短、上下游产

品研发力度不够、企业与基地农户联结机制不完

善、企业融资困难、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组

织化程度低等问题。

1）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较小，竞争能力比较

弱。大通县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较少，而且这

些企业都是以从事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为主，从事

精深加工的比较少，加工出来的农产品科技含量及

附加值不高。

2）个别小规模龙头企业由于缺乏管理长效机制，

企业运转效益差，削弱了企业的带动能力，主要表

现在内部管理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

3）产业化组织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健全，

不稳定。目前“订单农业”还比较脆弱，农业企业或

专业合作社与农户合同购销关系中大多是口头约

定，真正实现订单的较少。有的组织缺乏有效的运

行机制，农户从组织中得到的实惠不多，农户与组

织之间仅仅“买和卖”的关系，组织难以形成合力。

4）农副产品的加工转化能力严重不足，农畜产

品生产加工业没有区域布局规划，存在无序发展的

问题。

5 发展对策

1）坚持“市场导向、因地制宜、立足优势、集约

发展、注重实效”的原则，培育壮大农牧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通过市场引导、农

民参与、政策扶持、政府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组织

化、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充分利用贷款贴息、基

地建设、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新技术及新品种的引

进、市场开发等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专项补助资

金，来发展各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依托农畜产品资源优势，下大力气引进和培

育各类龙头企业，支持一批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增强企业实力和影响带动能力。通过发展农产品

“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可以有效延长农

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通过“公司 +

基地 +农户”、“专业组织 +龙头企业 +基地 +农户”、

“专业组织 +农户”等方式，带动农户按照市场需求

进行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生产，从而避免分散农

户自发调整结构带来的盲目性和趋同性，形成“政

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生产、企业带动基地、基地联

结农户”的结构调整机制。

3）引导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加强自身建设。重

点抓好产业化经营组织负责人的培训工作，提高其

综合素质以及驾御市场经济工作的本领；着力提高

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培育和开发新产品，努力扩

大市场份额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增强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单位负责人及业务骨

干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好的地区考察，学习先进

经验，拓展视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以便更好的为

大通县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进步服务。

4）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加工企业，提

高农产品加工程度。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农

产品加工率，基本实现重点产业农产品生产加工基

地化、生产经营组织化、产品质量标准化，产业链延

长，增值能力增强，农业产业化经营产值在农业农

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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