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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文件
鲁农产业字〔2022〕20 号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做好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储备等

工作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沿海市渔业主管局:

为落实《山东省推进农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

方案》（鲁农委办发〔2021〕35 号）要求，依托乡村优势资

源，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我省计

划围绕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粮经作物、

园艺产品、畜禽（鸡鸭猪牛羊等）、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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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特色农产品，储备一批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和“链

主”企业，培育一批农业特色产业“单项冠军”，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产业链典型县基本条件

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立足县域范围优势产业，在产业规

模、市场份额、参与主体、品牌传播等方面已有一定基础，

并从理念、技术、机制等多方面，引领和驱动本产业和本区

域农业全产业链建设。

1.产业链条全。主导产业优势明显、特色鲜明，产业规

模较大，在县域“十四五”规划中有明确要求。围绕区域农

业主导产业，构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机制，产业研发、

生产、加工、储运、销售、品牌、体验、消费、服务、金融

等各个环节和主体有机衔接，全产业链产值占县域内农业总

产值比例超过 50%。

2.创新能力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配

置资金链、资源链，引进培育核心关键人才，建立“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机制，拥有授权专利或科研成果奖励，促进技

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推动人才链、教

育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发展。

3.融合层次较深。县域内主导产业已初步形成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格局，主体多元、业态多样、类型丰富、

增收显著。主导产业加工业产值与一产产值比高于全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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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构建绿色生产体系，集成推广适应性广、实用性强的

绿色技术模式，全产业链绿色化发展。

4.基础设施完善。主导产业发展与当地基础设施、资源

禀赋、生态环境、经济区位等相匹配，发展功能定位准确，

县域公共基础设施完备，服务设施配套，产业发展与乡镇村

庄建设、生态宜居同步推进。

5.联合机制紧。已制定区域内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相关规

划，配有相关扶持政策。完善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增加农

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渠道，组织产业链上各环节各主体、特

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6.示范带动明显。确定 1 家在产业链上起主导作用的龙

头企业作为全产业链“链主”企业，“链主”企业发挥龙头

带动、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农业全产业链“图谱”。原则上

“链主”企业为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二、“单项冠军”企业基本条件

特色产业“单项冠军”企业立足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产

业链条长、加工或服务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带动作用显

著，在全产业链中处于引领地位。

1.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质量管理与质

量控制体系健全，不欠税、不欠工资、不欠社会保险金，无

涉税违法行为，近三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

2.从事良种繁育、标准化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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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农业服务等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充分衔接农业产业上下

游，聚焦 1 个农业特色产业，产品的销售收入占企业全部业

务收入的比重在 50%以上。

3.在同类行业领域中市场地位高、市场份额大，单项原

料综合处理能力、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省首位、全国

前列，利润率高于同期同行业的平均水平。

4.企业创新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工艺国内领先，副

产物综合利用水平高，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主导或参与

相关业务领域标准制定。

5.带动能力强，在全产业链上起引领作用，企业建立可

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增收作用明显，组织产

业链上各环节各主体共建共享，补强农业全产业链关键环

节、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

三、推荐程序

（一）县级申请。县级农业农村、渔业部门对照农业全

产业链典型县、“单项冠军”企业条件标准，填写《农业全

产业链典型县情况表》（附件 1），组织企业填写《“单项

冠军”企业情况表》（附件 2），报送市级农业农村部门、

渔业部门。

（二）市级推荐。市级农业农村、渔业部门对县（市、

区）、企业材料进行审核，联合推荐上报省农业农村厅。每

市可推荐 1 个典型县，2-3 家“单项冠军”企业。



5

（三）省级储备推介。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对材料进行遴

选，择优进行储备、推介。

四、有关要求

（一）强化政策支持。各市要认真落实《山东省推进农

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方案》要求，立足本区域主

导产业发展，建立以人才链为总牵引，优化教育链、激活创

新链、服务产业链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

用地、人才等政策支持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二）补全发展链条。针对农业全产业链链条短板或产

业缺口等薄弱环节，重点培育“链主”企业，开展主导产业

建链、加工流通延链、科技创新补链、园区集群壮链、融合

发展优链工作，打造农业特色产业“单项冠军”，培育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

（三）严格审核推荐。各市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推

荐科技驱动、基地推动、企业带动、品牌拉动的农业全产业

链标杆，储备一批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推介一批农业特色

产业“单项冠军”。请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前将相关材料

报送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一式一份），电子版材

料发送邮箱。

（四）营造良好环境。各市认真总结可复制、可推广、

可借鉴的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经验，充分运用报刊、电视、广

播、网络等全媒体资源，加强宣传推介，营造主体参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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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注、媒体支持的良好氛围。省农业农村厅将根据储备情

况，做好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推荐和农业特色产业“单

项冠军”推介等工作。

联 系 人：张同政，0531-51789188

电子邮箱：sdcyh@shandong.cn

邮寄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十亩园东街 7 号

附件：1.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情况表

2.“单项冠军”企业情况表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2 年 11 月 8 日

mailto:sdcyh@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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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情况表

市 县（市、区）

填报人姓名：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一、典型县基本情况

全产业链典型县名称 县 （主导产业种类）全产业链典型县

典型县基本情况

农业总产值（万元）

区域面积（万亩）

农业人口数量（万人）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典型县链主企业* 联系人

地址 联系方式

二、典型县全产业链组成

全产业链环节 主要主体名称

标准化生产

初加工

精深加工

物流体系

社会化服务

科技研发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资金信贷保险

……

三、典型县全产业链建设情况

主导产业情况
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万元）

主导产业一产产值（万元）

标准化种养

良种覆盖率（%）
种植养殖面积（万亩）

其中：标准化种养基地面积（万亩/其他单

位）

种植养殖产量

其中：标准化种养基地产量（万吨/万头/
其他单位）

种养产品抽检合格率（%）

农产品加工

主导产业加工业产值（万元）

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
加工产品抽检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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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加工企业数量（个）

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个）

省级龙头企业（个）

地市级龙头企业（个）

新业态发展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万元）

休闲农业年营业收入（万元）

休闲农业年接待旅游人次（万人）

农产品网络销售额（万元）

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人）

品牌建设（附证明材料）

主导产业注册商标数量（个）

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认证面积（亩）

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认证个数（个）

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个）

科技支撑

省级及以上科研平台数量（个）

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引入推广经费（万元）

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人）

县级产业发展规划或文

件情况（附证明材料）
（列出规划、文件名称及文号）

配套支持政策情况（附

证明材料）
（列出配套政策文件名及文号）

四、典型县联农带农情况

重点链主体培育

地市级及以上示范社（个）

地市级及以上家庭农场（个）

地市级及以上龙头企业（个）

联农带农情况

主导产业从业人数（人）

获得金融保险支持主体数量（个）

农民加入新型经营主体比例（%）
参与全产业链建设的农民人均收入（元/年）

五、典型县文字介绍

介绍全产业链典型县发展基础、建设条件、建设目标、运行机制、已开展工作、成效经验等。（不超过

2000 字）

注：“链主”企业是指在农业全产业链中起主导作用、规模较大、效益较好、品牌较强的企业，原

则上是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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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单项冠军”企业情况表

一、基本情
况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成立时间 农业产业化级别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行业类型
□生产、加工、流通 □农

产品电子商务 □农业生产

服务业

主导产业
如：大豆、花生、苹果

等具体品类

二、规模效
益

资产总额（万元） 固定资产（万元）

主营产品 产销率（%）

主营业务收入或交易
额（万元）

2020、2021 年产品全
国市场占有率及排名

主要原料处理能力
（吨/日）

主要产品生产能力
（吨/日）

税后利润（万元） 上缴税金总额（万元）

网络零售额（万元） 企业职工人数（人）

三、基地带
动

主要原料名称
生产加工所用原料总
数（吨）

通过自建基地、订单
合同基地采购原料总
数（吨）

带动农户（户）

标准化种养基地面积
（亩/其他单位）

标准化种养基地产量
（万吨/万头/其他单
位）

四、联结带
动的经营主
体名称

标准化生产

初加工

精深加工

物流体系

社会化服务

科技研发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资金信贷保险

五、科技品
牌

省级以上科技研发平
台数量

科技研发人员数量
（人）

科技研发投入（万元）
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
权数量（个）

拥有有效专利数（个）
企业质量管理制度情
况

主导或参与制定的标
准

副产物综合利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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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数量（个） 注册商标名称

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
品牌数量（个）

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
品牌名称

绿色、有机食品认证
数量（个）

绿色、有机食品认证
面积（亩）

六、企业典
型材料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所属行业、从事的细分领域，专注细分领域时间，主营产品、总

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利润、负债率、市场等基本情况，在全国、全省同行业的

位次等。

二、生产经营情况

企业近 3 年产品销售情况，主要客户群及销售地；企业基地建设、质量管理、

技术创新、品牌创建、市场开拓、副产物利用等情况；参与或主导相关产品领域

国际国内相关技术、工艺等标准的制定情况。

三、全产业链建设情况

企业在全产业链中的位置及地位，发挥的作用；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发展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情况。

公开属性：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印发：2022-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