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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特 产 如 何 以 特 制 胜
——来自山东农产品市场的调查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从“看天吃饭”到“四季不断”，从“望洋兴

叹”到“走向深海”，山东以占全国 1.6%的国土

面积生产出全国 9.0%的肉类、12.7%的禽蛋和

7.7%的牛奶。2023 年，山东省肉蛋奶总产量

1685.56 万吨，同比增加 6.62%，占全国总产量

的 9.69%。不仅如此，致力于“耕海牧渔”的山

东，海水工厂化养殖产量持续在全国领跑，年

可提供优质海水鱼 4万吨。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肉蛋奶、果菜鱼，山东

还立足市场需求发展特色产业，从鹅肝、三文

鱼等优质食材到阿胶、海马等名贵药材，诸多

特色产品享誉海内外。许多“高大上”的外来

品种实现本土化繁育，成为山东“土特产”。

近年来，山东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以建设现代大农业为方向，以稳产保供和

满足市场多样化、优质化消费需求为目标，大

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随着农业科技的不

断发展，山东积极尝试新的种养模式，探索特

色品牌打造路径，让更多特色产品出圈出彩。

擦亮传统品牌

“毛驴浑身都是宝，驴皮能做成阿胶，那是

公认的中医药瑰宝，驴肉更甭说了，那是一道

美味，还有驴奶粉等⋯⋯”最近，一场中医药文

化研学游活动在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举办，东

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广源变成了导

游，带领游客参观毛驴博物馆、阿胶博物馆、阿

胶世界，看驴皮如何变成阿胶、阿胶糕、阿胶

浆，深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

东阿是中国阿胶之乡，年产阿胶 2100 吨，

消耗驴皮 6300 吨，需由 70 万头育成驴供给。

按照“一产接二连三”的发展思路，东阿县充分

发挥毛驴价值，打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为保证充足的驴皮资源，东阿县充分挖掘

阿胶之乡、东阿黑毛驴两大品牌优势，通过培

育良种、输出技术、规范市场，带动全县 63 家、

16 个省 175 家标准化养殖场创建。“山东省东

阿县东阿黑毛驴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入选

第一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在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的阿胶世界体

验工厂阿胶糕生产线上，伴随着机械臂的上下

翻飞，一块块阿胶糕被精准快速地放入包装盒

中。“我们不断推进智能化建设，生产自动化程

度达 90%以上。这条阿胶糕生产线是智能制

造的样板，能提高效率 24%、降低能耗 19%，每

天可生产 6 吨阿胶糕，年产值 10 亿元。”该公司

讲解员翟凯旋介绍。

除了打响阿胶品牌外，东阿县把毛驴资源

“吃干榨净”，开发了黑毛驴风干肉、手撕驴肉、

驴奶、驴奶粉等产品。酱香驴肉、驴骨胶原肽、

驴奶面膜等 30 余种特色产品相继上市。东阿

县年屠宰毛驴 9 万头，借助这一食材资源，当

地着力打造冰点云仓高端预制菜产业园。

东阿县还实施了全产业链布局，以创建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打造集中药材种植、黑

毛驴养殖、阿胶及“阿胶+”产品研制、养生体

验游于一体的发展模式，搭建了中国阿胶博物

馆、中国毛驴博物馆、黑毛驴养殖科技园、阿胶

世界体验工厂、东阿阿胶城“两馆三园”旅游框

架。目前，东阿阿胶体验之旅入选全国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东阿阿胶城入选首批山东省老字

号集聚区。

“地方农产品特色品牌擦得更亮，农民的

腰包才能更鼓。”东阿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

师 李 维 江 介

绍，为提高品

牌知名度，近年来，东阿县着力打造黑驴王子、

黄河鲤鱼等特色农产品地方品牌馆，推进“齐

鲁农超”平台建设运营，引入优质农产品入驻、

展销，推动东阿阿胶等 9 家企业的产品加入

“聊·胜一筹”区域农产品品牌。

紧盯市场需求

金砖鹅肝、鹅肝水饺、鹅肝冰激凌⋯⋯地

处沂蒙山区的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各式各样

的鹅肝产品“整装待发”，准备运往国内外各大

消费市场。传统认知里的西方美食，怎么成了

山区县城的“土特产”？

近年来，随着鹅肝消费市场热度持续增

长，临朐县朗德鹅产业日趋成熟，紧跟市场需

要推出多样化产品，不断满足消费者的多元

需求。

朗德鹅是来自法国朗德省的肥肝专用品

种，其肥肝质地鲜嫩，味道独特。临朐县山水

资源丰富，和法国朗德省有着相似的气候条

件，适合朗德鹅生长。1988 年，第一批朗德鹅

从法国“飞抵”沂蒙山区临朐县，迄今已有近

40 年的培育发展史。

临朐县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马晓伟介绍，

经过多年发展，当地已形成集育种、养殖、加

工、销售、研发于一体的朗德鹅全产业链条。

目前，临朐县朗德鹅存栏量 100 万余只，年出

栏近 500 万只，年产鹅肥肝约 5000 吨，占全国

产量的 70%，居全国首位、亚洲第一位。

“传统印象中，鹅肝大多来自西方国家。

如今，来自山区的临朐鹅肝被端上了高档西餐

厅的餐桌。”山东尊润圣罗捷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高元良说，该公司是临朐县从事朗德鹅养

殖及鹅肝生产、加工的龙头企业之一，鹅肝年

产量达 2000 吨，年销售额约 3 亿元。

有的产品锚定高端，有的产品走向大众。

“我们与江南大学合作，研发了鹅肥肝滑、鹅肥

肝切等产品，专门开发用于涮锅的滑类食品，

让鹅肝这种西餐食材走进中式厨房。”高元

良说。

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朗德鹅的产能渐

渐有些跟不上。“一只鹅能产出鹅肝的数量基

本是固定的，想要增加鹅肝产量，就要增加鹅

的数量。”高元良介绍，2015 年，圣罗捷建成了

反季节产蛋基地，将一年两季产蛋提高到一年

四季产蛋。目前，基地有 3 万只种鹅，年产蛋

90 万枚，成活率超 95%。

“最初，这里多以散养、初加工为主，后来

县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

展，鹅产业逐渐成了气候。”临朐县蒋峪镇党委

书记马晓文说，该镇已有 6 家专业养殖场、78

家专业养殖农户。

“在政策方面，我们积极统筹整合财政、农

业农村、乡村振兴等部门涉农项目和资金发展

鹅产业，大力扶持朗德鹅系列产品向精深加工

延伸，不断做强育种、养殖、加工、销售、研发的

全产业链条。”临朐县发改局局长王明奋说。

此外，临朐坚持“优质高效、绿色生态、产

业培优”的发展思路，成立鹅产业协会，创建

“协会+企业+养殖户”模式，实现产业链条效

益最大化，持续扩大临朐鹅产业优势。

“小农户面对大市场，获得的信息往往具

有滞后性，容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在临朐

县鹅产业协会会长高世峰看来，要给予农民改

变固有生产、销售方式的信心和动力，进一步

推动供应链的完善、品控的提升、品牌的塑造，

为特色农产品转型升级激活新动能。

目 前 ，

临 朐 县 朗 德 鹅

养 殖 加 工 一 体 化 企 业

超 50 家，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 ”的

发展模式带动从业人员 6000 余人。

提升科技含量

近日，在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海工装备产

业园，财金“海上粮仓壹号”系列 2 号三文鱼智

能养殖网箱即将进入最后检测阶段，不久后将

前往养殖海域投入工作。此时，距离海岸线

10 海里处的 1 号网箱内，20 万尾三文鱼也已到

收获期。

岚山区拥有 64.47 公里海岸线，一度面临

传统渔业转型考验。如何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开发特色农产品？如今，作为解题答案的三文

鱼，已是岚山海域的“常居客”。

岚山区淡水、冷水、海水资源丰富，近海表

层海水温度基本保持在 5℃至 27℃，可满足三

文鱼繁育、驯化需求。2018 年 5 月，第一批三

文鱼苗在这里成功下海。自 2021 年起，借助

黄海冷水团，“深蓝”系列网箱开始规模化收

鱼，经济效益稳定。今年以来，财金“海上粮仓

壹号”系列网箱也陆续下水。

除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提升科技含量也

是当地实现三文鱼稳产增产的重要手段。

2022 年，山东省财金集团与岚山区企业

山东万泽丰海洋开发集团共同出资，成立山东

财金万泽丰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 10 亿

元建设三文鱼技术研发中心、加工车间及财金

“海上粮仓壹号”系列养殖网箱及 2 艘渔业工

作船。

据介绍，三文鱼技术研发中心包含循环水

实验室、综合实验室、院士工作站，以及与中国

海洋大学合作的海上实验室等，能够满足苗种

海化实验、养殖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成果转

化等需要。三文鱼加工车间分别建设三文鱼

粗加工和精深加工生产线，年可加工三文鱼

700 万尾。财金“海上粮仓壹号”系列网箱包

含 6 个单个有效水体约 6 万立方米的智能养殖

网箱。

严俊是财金“海上粮仓壹号”系列网箱设

计团队的领衔研究员，他告诉记者，在海洋科

技助力下，该系列网箱具备可移动且坚固耐

用、智能化程度较高等特点，可实现放苗、投

料、回收、加工等全过程自动化，全时段监控周

边海域水温、饵料等，根据数据进行科学精准

饲养。

科技赋能打破了传统养殖业“望洋兴叹”

的局面。当三文鱼养殖实现常态化、智能化，

如何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成为产业继续发

展壮大的新课题。苗种供应、技术输出、深加

工⋯⋯产业链条上还有许多环节需要补齐。

山东财金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

毅介绍，按照“1+3+N”的总体布局，公司计划

在日照打造全国最大的三文鱼苗种繁育中心、

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及配套加工产业

链 ，形 成 全 国 首 个 三 文 鱼 全 产 业 链 发 展 示

范区。

目前，三文鱼产业科创基地、三文鱼苗种

产业基地、三文鱼标准化驯化基地、山东财金

蓝色产业研究院、三文鱼精深加工基地、冷链

仓储基地、“日照三文鱼”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等

项目正有序推进。三文鱼苗种产业基地和三

文鱼标准化驯化基地将于今年 6 月开工建设，

预计 2025 年底建成，可年产大规格优质苗种

100 万尾。

引入外来品种

在日照市海洋水产资源增殖有限公司的

膨腹海马养殖车间，饲养员一大早便开始了投

喂工作。一块块由小虾制成的饵料刚一投入

饲养池，原本还在休憩的海马变得十分有活

力，围着饵料集结成群。

这些海马每只长七八厘米，肚子滚圆，因

此被称为膨腹海马。它们原本生活在澳洲海

域，经过数代繁育已在日照安了家，成长为亿

元级产业。引育外来品类发展特色养

殖，如何克服“水土不服”的难题？

海马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名贵

中药材，至少已有 1500 多年的药用历

史。据统计，2023 年全国海马需求量

达 200 万吨，市场缺口在 85%以上。近

些年，由于海洋生存环境变化等因素，野生海

马资源锐减。发展人工育苗及养殖，让深海海

马在陆上养殖场安家，成为保护种子资源、满

足市场需求的重要途径。

在日照市海洋水产资源增殖有限公司负

责人滕照中看来，膨腹海马从澳洲“游”来日照

结缘，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2016 年，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引进了膨腹

海马，这个品种抗病力强、生长速度快、更易繁

育。经过 3 年摸索，他们成功突破了规模化人

工繁育等技术难题，膨腹海马迈出了“上岸”第

一步。可接下来的步伐却颇为困难，在当地水

域开展的海马养殖试验屡屡受挫——膨腹海

马怕热，其温度适应范围较窄，一旦水温超过

30℃便会死亡。南方水域温度高，海马很难度

过炎热的夏天。

为了给海马寻得一个“好住处”，千里之外

的山东日照引起了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专家的

注意：水质优良，生物饵料丰富，拥有优质海水

资源。20 世纪 70 年代，日照市还开展过三斑

海马北移人工育苗和养殖技术研究，具有较完

备的海马繁育产业基础。一方掌握繁育养殖

技术，另一方拥有适宜的自然条件，双方一拍

即合。

2020 年 10 月，滕照中代表日照市水产集

团总公司与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签订战略协议，

共同开展海马苗种繁育与产业化推广科技合

作。双方共同组建科技研发团队，合作引进膨

腹海马亲本 1 万尾，开展海马规模化苗种繁育

实验。

在团队努力下，日照水产集团在养殖环境

监控、海马疾病防控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上取得

了重大突破，实现了膨腹海马人工繁育及规模

化养殖，苗种成活率达 90%，5 个月至 6 个月时

间内可实现工厂化养成。

为了让海马在日照“安营扎寨”，当地政府

出资 1000 多万元，支持高标准产业园建设。

日照水产集团于 2023 年建成了海马渔业现代

产业园，2024 年 2 月正式投产。产业园面积超

过 2 万平方米，共建有 216 个现代化养殖水池，

配备了水循环与水质监测系统，确保养殖过程

中海马的健康。“目前，海马现代化产业园每年

可培育海马优质亲本 20 万尾、苗种 500 万尾，

带动 20 余家企业。产能完全放开后，年产值

将达到 2 亿元。”谈起海马养殖产业的前景，滕

照中信心满满。

在日照安家落户后，膨腹海马又走向威

海、烟台、大连、丹东等地，繁育与规模化养殖

难题被逐步攻克。目前，日照水产集团正积极

筹划海马烘干、存储等设施，开展海马活体饵

料自产技术攻关等。

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刘清华

看来，日照市东港区沿海水温、水质、气候条件

适宜，非常适合作为“南苗北育”的中转地，发

展海产养殖条件优越。“经过与东港区养殖企

业进行产学研合作，我们在北方实现了海马的

规模化、产业化养殖。下一步将启动海马的良

种创制和培育，为未来海马产业高质量健康发

展建好‘种子库’。”

如今，无论是挖掘本地特色，还是引进外

来品种，以“特”制胜的土特产正成为齐鲁大地

县域经济的金招牌、农民增收的金饭碗。山东

省畜牧兽医局首席专家曲绪仙认为，山东特色

养殖业发展较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根据

消费市场转型升级需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实现差异化发展，在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上做文章；二是从特色品种入手，在品质、品牌

和标准化生产上下功夫，把产业做精、做细、做

优；三是通过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和要素创新，

实行全链条推进，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

让设施农业更加

﹃
耳聪目明

﹄

山东农业发展在全国叫得

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设施农

业发展优势明显。通过持续创

新，不断尝试新的农产品种养

模式，山东成功打破时空限制，

让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

设施农业是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生物技术、工程装备技术

与现代经营管理方式，为动植物

生长提供相对可控制的环境条

件。其中，将数字技术等高新技

术融入农业农村全领域、各环节

非常关键。只有搭建农业云、智

慧畜牧、海洋牧场、遥感中心等

数字平台，拓展应用场景，才能

让设施农业更加“耳聪目明”。

当前，为实现稳产保供和

满足市场多样化、优质化消费

需求的目标，设施农业还需要

跨过几道沟坎。在土地资源约

束下，应处理好发展设施农业

和粮食生产的关系，解决好“粮

菜争地”问题。在绿色低碳发

展新要求下，应处理好高质高

产和节本降耗的关系，即解决

好节水、节药、节肥和生态循环

问题。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背景下，应处理好农业生产

和市场消费的关系，即解决好

农产品“优质不优价”问题。在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新形势下，

应处理好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民

增收的关系，即解决好小农户

利益联结机制的问题。

我国设施农业近年来取得

不少成绩，但与先进国家相比，

在装备水平、产量水平、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差

距明显。此外，用工难、用工贵等问题也为设施农业发

展带来困扰。为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坚持走低能

耗、低成本、生态安全、高产优质高效之路，应成为设施

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

作为全国首个农业总产值过万亿元的省份，山东不仅是全国人民“菜篮

子”“果盘子”“鱼篓子”的贡献者，近年来更是在阿胶、鹅肝、三文鱼等特色产品

上做出别样文章，已拥有 7 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23 年，山东农产品

出口连续 25 年居全国首位，贸易伙伴遍及 2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山东“特产”

到底有啥特别之处？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刘辛未刘辛未 于于 浩浩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在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在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生长于财金生长于财金““海上粮仓壹号海上粮仓壹号””

养殖网箱的三文鱼近日进入收获期养殖网箱的三文鱼近日进入收获期，，工人们在对其加工工人们在对其加工

处处理理。。 崔崔 恒恒摄摄

在山东省荣成市爱伦湾海域养殖区在山东省荣成市爱伦湾海域养殖区，，养殖工人驾驶渔船养殖工人驾驶渔船

投喂鲍鱼投喂鲍鱼。。

李信君李信君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