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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两 年 ，黑 龙 江 省 农 垦 齐 齐 哈 尔 管 理 局（以 下

简 称 齐 管 局）农 牧 业 发 展 势 头 强 劲 ，2012 年 获 得 产

值 62 亿 元 ，粮 食 总 产 117 万 吨 ，人 均 纯 收 入 20115

元 ，增 长 25.2% 。 在 发 展 农 区 工 业 化 的 道 路 上 ，齐 管

局 以“ 十 园 九 链”建 设 完 成 了 强 工 优 农 上 项 目，产 业

兴 城 惠 民 生 的 基 本 目 标 。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记 者 采 访

了 该 局 局 长 杜 增 杰。

杜增杰表示，该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加快“四化”进程，加强“五位一体”建设，实施“三大战

略（强工立局、兴城富民、优农增效），推进“两项管理”

（精细化、社会创新），实现一个目标（率先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到 2015 年，实现生产总值和职工家庭人均纯

收 入 翻 一 番 。 2013 年 ，农 牧 场 职 工 家 庭 人 均 纯 收 入

2.51 万元，增长 20.3%；生产总值 78 亿元，增长 20.8%，工

业增加值 9 亿元，增长 43%；粮食总产 121.4 万吨；外贸

进出口总额增长 20%，恩格尔系数下降到 0.31。

2012 年，齐管局强力落实黑龙江农垦总局强工战

略，举全局之力打响强工攻坚战，重点建设依农区原料

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是该局有史以来工业项目建设

最多的一年，全年实际开工建设 19 个工业项目，总投

资 4.9 亿元。其中，克山农场的生物固化项目、依安农

场日用陶瓷项目、绿色草原生物药加工项目、齐齐哈尔

种 畜 场 矿 泉 水 项 目、富 裕 牧 场 风 电 项 目 投 资 都 超 过

5000 万元。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初步构建了管

局“十园九链”的产业格局，一批新能源、新材料、新产

业项目开工建设，为优化管局产业结构奠定了基础，工

业经济实现开门红。

当记者问及 2013 年齐管局的工业发展目标时，杜

增杰说，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总局党委“ 强工、兴城、优

农”方针，齐管局党委确定了“强工立局、兴城富民、优

农增效”三大战略，以推进十八大和总局党委（扩大）会

议 精 神 的 贯 彻 落 实 。 今 年 是 3 年 强 工 攻 坚 战 的 关 键

年，围绕强工立局这个中心，突出项目建设和园区建设

两个重点，建设马铃薯、健康养殖、生物药三大基地，实

现大项目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工业经济指标、新兴产

业发展 4 个突破，做亮新能源、生物药、陶瓷、高端稻

米、健康养殖 5 张名片，做大做强“稻玉乳、菜肉薯、能

机药”9 条产业链。

杜增杰说，为了加快重点工业园区建设，突出新兴

产业发展。2013 年，齐管局重点打造北大荒齐齐哈尔工

业园区，尽快建成省级工业园区，园区入驻企业要达到

15 家以上，销售额突破 20 亿元；继续加大工业园区建设

力度，重点建设查哈阳工业园区、克山工业园区和依安

工业园区 3 家总局级工业园区，入驻企业都达到 10 家以

上，销售额都超过 10 亿元；其余工业园区 3 年内都达到

管局级工业园区标准，入驻企业不少于 5 家，销售额不

低于 5 亿元。重点园区要基本达到“六有”标准，努力建

成垦区西部循环经济典型。要继续完善场县共建工业

园区模式，继续扩大共建范围，与齐齐哈尔市政府共同

打造好全省最大的制造园区，尽早把北大荒工业园区打

造成省级乃至国家级工业园区。整合资源优势，打造知

名品牌。今年要把品牌建设纳入强工重点，齐管局地处

黑龙江省西南部，特殊的地理位置生产一批独具特色的

产品，第一积温带高端米、荒坡羊肉、一箩底面、特色养

殖、生物药、花生绿豆、瓜果蔬菜等产品闻名一方。我们

要尽快把这些产品打造成为知名品牌，扩大规模，形成

北大荒子品牌或品牌背书。

杜 增 杰 说 ，为 了 管 理 局 在 2013 年 实 现 农 区 工 业

的 快 速 发 展 ，在 2012 年 以 前 ，我 们 已 经 在 单 位 面 积

产 量 、平 均 亩 效 益 等 方 面 做 到 了 效 益 的 最 大 化 。

2012 年 ，齐 管 局 创 造 出 均 亩 效 益 750 元 ，平 均 单 产

660 斤 的 好 成 绩 。 为 了 更 好 地 推 进 职 工 群 众 致 富 的

步 伐 ，开 展 了 以 养 殖 业 为 主 的“ 小 银 行 富 民 行 动 ”，

从 业 人 员 户 均 收 入 超 过 11 万 元 。 为 了 畜 牧 业 安 全

基 地 建 设 ，齐 管 局 将 优 质 牧 草 的 种 植 等 列 入 发 展 规

划 。 2012 年 全 局 畜 牧 业 增 加 值 15.7 亿 元 ，增 长

19.3% 。 加 强 基 地 建 设 ，新 建 奶 牛 小 区 1.6 万 平 方

米 、生 猪 小 区 4 个 、肉 鸡 养 殖 小 区 1 个 ，拥 有 各 类 养

殖 小 区 65 个 ，总 面 积 55 万 平 方 米 。 苜 蓿 草 生 产 加

工 基 地 种 植 紫 花 苜 蓿 6.08 万 亩 ，接 近 垦 区 种 植 任 务

的 50% ，其 中 ，绿 色 草 原 牧 场 有 4000 亩 苜 蓿 草 纳 入

省 级“ 高 产 优 质 苜 蓿 示 范 建 设 项 目”，并 已 通 过 总 局

和 省 政 府 主 管 部 门 的 联 合 验 收 。 规 划 了 12 个 健 康

养 殖 示 范 带，落 实 健 康 养 殖 示 范 户 302 户；推 广 合 作

社、股 份 制、托 管 的 经 营 模 式，提 升 了 畜 牧 业 的 组 织

化 程 度 和 经 营 水 平 。 围 绕 垦 区 建 设 国 家 安 全 食 品

生 产 基 地 这 一 宏 伟 目 标 ，完 善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思 路 ，

形 成 管 理 局、各 农 牧 场 建 设 国 家 安 全 食 品 生 产 基 地

规 划 和 工 作 方 案；加 快“ 三 品 一 标”建 设 。 绿 色 食 品

认 证 面 积 达 到 140 万 亩 ，有 效 使 用 绿 色 食 品 标 志 产

品 数 达 到 15 个 ，绿 色 食 品 生 产 企 业 发 展 到 20 家 ，有

机 食 品 基 地 检 测 面 积 达 到 10 万 亩 ，有 机 产 品 达 到 8

个 ，无 公 害 认 证 面 积 150 万 亩 、产 品 20 个 ；建 设 查 哈

阳 农 场 农 产 品 质 量 追 溯 系 统 ，完 成 克 山 等 10 个 农

（牧）场 的 农 产 品 质 量 追 溯 创 建 单 位 申 报 工 作，争 取

2 个 至 3 个 农 场 为 农 业 部 质 量 追 溯 建 设 单 位 ，完 善

管 局 级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检 测 站 建 设 ，提 高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监 管 能 力，保 障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杜增杰表示，齐管局以增加职工收入为切入点，大

力发展高产稳产粮食作物。开发水稻 5 万亩，达到 110

万亩；大力发展特色、设施农业，重点发展杂粮、花卉、果

蔬、北药、苗木、牧草等作物。继续开展高产创建活动，

创建指标提高 5%，亩增收 100 元以上，带动大面积产量

提高 10%以上。以抗旱工程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完善

“五大”体系建设，全面实施节水增粮行动，新增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 9.5 万亩。这些措施和方法，在提高职工群

众收入的同时，保障了加工企业的原料安全和充足。并

引进诸如加拿大巴尔柯养殖公司、吉林安大牧业这样的

国内外综合发展实力雄厚的公司，也不断培育壮大如禾

田公司、金牛养殖合作社、标榜肉羊养殖合作社这样的

本土企业参与多种经营。

杜增杰对于齐管局的工业化发展充满信心，该局

将围绕建设国家安全食品基地这个核心目标，按照“全

球布局、集团运作、科技支撑、品牌引领”的发展思路，

加快工业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四化”同步发展中，

工业化是龙头，农业化是基础，城镇化是平台，信息化

是支撑。做强“ 农、工、畜”三大主导产业，做大“ 新能

源、新材料、服务业”三大新兴产业。齐管局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空间广阔。风电资源、地热资源、生物质能

源丰富，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能源的条件在垦区得天

独厚；做强特色产业。必须尊重经济规律，高质量、高

效益，可持续发展。在发展农牧产业向农区工业化迈

进的道路上更好地发挥我们特有的交通、区位和地域

优势，富民强局。

林业系统是以林业资源生产为主的国有企业，传统

的“资源过度依赖”和“结构单一”发展模式日益成为制

约其发展的瓶颈。党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

标。如何转变发展方式，破解难题是一直以来困扰着林

区人的主要问题。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迎春林业局将作为林区主财源的木材生产产量

由“十一五”期间的年产 6.8 万立方米凋减至 2012 的 1.5

万立方米。林业生产一直以来都是林业局的主要经济

来源，那既要减少林木采伐量，又要使林业局的经济得

以发展，是林业人必须解决的问题。

迎春林业局地处地处黑龙江省东部，完达山南麓、

乌苏里江畔、三江平原腹地，生态环境优越，是北大荒的

天然大屏障。迎春林业局充分发挥自身生态优势，分析

各方因素，以市场为龙头，积极引领产品与市场对接。

通过提高绿色农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在打造现代

绿色农业产业上做起文章。

迎春林区是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是

中国乃至亚洲为保护蜜蜂蜂种建立的唯一的国家级黑

蜂自然保护区，是东北黑蜂产品源头产地，处于把控产

业链源头的龙头优势地位。拥有得天独厚的无污染蜜

源优势，辖区内蜜源胶源植物丰富，拥有的黑蜂蜂群数

量可载蜂 4 万群，占该地区黑蜂蜂群总量的一半。迎春

林业局结身自身生态优势，引进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以及

研发团队，大力发展黑蜂产业。蜂蜜产品已推出 7 种产

品类型进入市场，蜂蜜新瓶型已投入生产。蜂花粉、蜂

王浆、蜂胶的片剂、胶囊、口服液生产线已完成安装调

试，正申请市场准入相关手续，部分产品将亮相 2013 年

糖酒会。迎春优质黑蜂产品现已在包括北京、哈尔滨等

15 个城市成立销售公司和专卖店，为产品进军高端市场

奠定了基础。黑蜂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越来越多的林业

工人成为养蜂人，养蜂户由原来的不足 55 户、不足 6000

群增加到 309 户、30000 群。迎春林业局局长毕英杰介

绍，黑蜂养殖让林业工人增收，也增强了林业人爱护自

然，保护生态的意识。而黑蜂群的增加，又促进了生态

环境的保护，形成了绿色生态循环经济。

迎春林业局地处鸡西和双鸭山两个地级市的结合

部，位于哈东铁路末端，地跨鸡西市的虎林市、双鸭山市

的宝清县和饶河县“一市两县”，与八大国营农场和两个

地方林场毗邻。迎春林业局发挥便利的铁路运输资源

以及区位优势，盘活闲置国有资产，投资建设黑龙江东

部地区最大的粮食仓储物流中心。粮食储运加工项目

建成跨铁路钢架大库 33600 平方米、烘干塔 4 座、日烘干

能力达 1000 吨，一次性仓储粮

食 20 万吨，一次性装运火车 80

节；杂粮车间建筑面积 1100 平

方米，日加工能力 100 吨，加工

车间从初选、筛选、精选、色选、

人工挑选到包装全部实现一条

龙作业，形成产、加、研于一体的

新型产业园区，完善了具现代特

色农业产业链。

毕 应 杰 介 绍，保 护 生 态 环

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林区人

的历史使命。在迎春，“木材减

下来、森林长起来、职工富起来”

已成为现实。林业人爱护森林、

保护生态的意识大幅度提升，森

林资源实现恢复和增长。

迎春林业局通过自己的努

力，提高了资源就地转化率、新兴产业占有率，加快了由

生态良好的“单优势”向生态优良、产业发达的“双优势”

转变。打造现代绿色农业产业，使迎春林业局摆脱了以

木为生的单一发展方式，促进了林区经济的绿色、生态、

循环和可持续发展，而经济发展更加成为了生态文明建

设的推动力。

2012 年是黑龙江垦区“强工三年攻坚”战略实施的

第一年。农垦红兴隆分局（以下简称红兴隆）开局势猛，

工业销售收入历史性的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 107 亿元，

同比增长 36.5%，工业经济总量预计占全局经济总量的

比重达到 20%。

解放思想提升执行力

高端回应——红兴隆党委书记常绍锋提出，要获得

强工攻坚全胜，关键在解放思想，只有破除思想禁锢，才

能够提升对强工的认同。只有用管理的手段生成统一

的思想认识，才会让战略决策真正起到凝聚力量的作

用，做到求真务实、科学决策，不折不扣狠抓落实。

每 一 次 突 破 与 发 展 都 必 须 以 解 放 思 想 为 前 提 。

红 兴 隆 在 总 局 统 一 部 署 下 ，大 力 开 展 了 思 想 观 念 更

新研讨活动，创新开展了“ 走基层、转作风，在群众中

寻 求 强 工 答 案”的 大 规 模 调 研 活 动，开 设 了“ 如 何 认

识强工攻坚重要性”领导干部论坛，管理局党委对农

场场长和党委书记开展了“ 思想解放有多远、发展就

会有多远”的主题教育活动。饶河农场在“ 不要探讨

法律法规约束了什么，要考虑没有约束什么”的思想

基础上寻找突破口，与中储粮总公司开展合作，实现

了 零 工 业 突 破 。 北 兴 农 场 明 确 了“ 不 以 牺 牲 资 源 为

代 价 发 展 工 业，大 力 发 展 环 保 型 产 业”的 发 展 思 路，

引 进 环 保 型 工 业 企 业 4 个，有 效 地 解 决 烧 煤、煤 矸 石

积压等浸染环境的问题。老柞山金矿把发展目光瞄

向了国外，在朝鲜获得了采矿权，走出了资源枯竭的

困境。

为做好强工的管理工作，红兴隆坚持把发展工业作

为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重点和突破口，创新建立了

管理保障机制。把发展工业列入对农场班子的年度考

核，以目标责任状形式明确年度工业经济发展各项指

标；设立园区建设保障资金，要求每个工业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年投入不低于农场耕地面积每亩 10 元标准；把工

业项目引进、落地作为年度考核农场领导班子的重要硬

性指标，没有完成 2 个固定资产投资 1000 万元的项目，

取消农场当年所有评优资格。

思想的解放，机制的创新，提升了执行力。今年全

局签订 39 个工业项目，其中，亿元以上 4 个，5000 万元以

上 12 个。现有 38 个项目开工建设，已投产 4 个，年底投

产可达 26 个，入驻工业园区项目达到 89 个。全年局、场

两级工业园区创造工业产值 52.2 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

16.7 亿元。

创新模式提升集聚力

高端回应——红兴隆管理局局长王贵提出，只有针

对不同企业、不同所有制形式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才

符合多元经济的发展要求。必须准确把握市场规律，不

断激活内部潜力，创造新的活力，形成强大的生命力。

红兴隆对“红兴隆机械厂”进行股份制改造后，经营

活力大增，自主研发了自走式玉米脱粒机，获得国家 4

项专利，产品列入到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的政府

采购名录，现销售已超千台。

红兴隆力求通过市场引导，行政推动，政策激励，利

益联结，章程约束等办法，推进工业企业在布局结构由

“小集中”向“大集聚”转变和产品结构由“小品牌”向“大

战略”转变。

在工业企业发展上，由国有“一股独大”向“多元并

举”，用非公有制经济支撑全局工业经济体系转变。通

过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从根

本上解决了国企“一股独大”问题。先后完成了红兴隆

糖厂、曙光兴隆水泥厂、老柞山金矿、红兴隆机械厂、北

大荒牛业公司等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造重组，使国有企

业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在所有制结构上逐步由“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到

“不求控股，但求有份”转变。对成长性好、产业关联度

强的民营企业，积极探索用品牌、资源、不动产资金等方

式入股，优化股权结构。目前北大荒牛业公司、北大荒

南华糖业公司和宝利采金公司改制后国有资本的参股

比例均在 10%以上。八五三农场用“雁窝岛”品牌入股

雁窝岛酒业，占公司股本的 15%。壮大实力必须强工，

由过去完全民营企业自由发展，实现了向参股经营有针

对性地重点培育骨干龙头企业转变。

在民营企业发展方式上由“小而全”向“大协作”转

变。通过大力扶持发展各类协会、专业合作社等中介组

织，引导民营企业逐步由个体经济、家族经济到公司经

济、集团经济的转变。全局现有各类中介组织 40 余个，

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已经发展到 92 家，其中国家级产业化

龙头企业 1 家，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 1 家，总局级产业化

龙头企业 3 家。

创新服务提升延展力

高端回应——红兴隆管理局党委班子认为，区域内

工业项目引进必须要合理规划设置，按照辐射半径科学

设置工业存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达产率，实现项目落

地安全化、效能发挥最大化，培育出优势工业集群。

红 兴 隆 把 工 业 发 展 和 园 区 建 设 纳 入 经 济 和 社 会

发展的战略规划，提出“强龙头、抓民营、建园区、创名

牌”工业发展思路，使工业进入到了集中办工业时代。

红兴隆对工业园区选址、规划、布局、设计，坚决做

到不搞低水平重复性建设，为集中办工业和优势资源快

速转化搭建了平台。项目建设通过有序引导分散企业

技改规模、嫁接重组、股份改造整体搬迁加盟园区；通过

有计划引进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节能环保、有发展

潜力的企业和项目落户园区，实现了各类资金、资源向

园区整合和集中，充分发挥园区的集聚效应，为集中办

工业向创新做产业阶段迈进创造条件。江川农场的稻

米产业园区作为红兴隆工业园区建设的先行军，目前已

有 5 家企业落户园区，园区稻米加工能力达到 50 万吨。

五九七农场的弘盛粮油加工有限公司作为产业化龙头

企业建设的探路者，先后投入 2.5 亿元，打造集粮食收

储、贸易、加工、物流于一体的综合性粮食经营企业。目

前公司年仓储能力 20 万吨，加工能力 5 万吨，并拥有自

建铁路专用线，有与中海集装箱物流集团共建的我省东

部最大的铁路集装箱场站，与北大荒粮食银行共建我省

第一家民营“粮食银行”。

红兴隆管理局作为垦区全产业链综合配套改革实

验区，明确以重点骨干企业为龙头，带动相关产业，延伸

产业链条，使每个产业链条相关节点上的上下游中小企

业紧密集聚，形成关联度越来越强、协作度越来越高的

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全局现已建成清洁型产业

链 4 条，培育骨干企业 20 家，带动生成物流、储运企业 14

家，全局有 300 余万亩农作物实现了产业衔接。

强工优农上项目 兴城壮牧惠民生
——访黑龙江省农垦齐齐哈尔管理局局长杜增杰

红兴隆破解百亿元大关背后的秘笈

迎春林业局建设生态文明成功走出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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