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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惠市以“中国食品名城”为依托，坚持把
畜牧产业化发展作为推进畜牧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战略举措和率先实现畜牧现代化的有
效途径，大力推广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
地连农户的发展模式，以及集种养加、产供销、
内外贸、农科教于一体的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突出特色做活产业“大文章”。

筑牢中国食品名城 增强肉鸡产业基础

德惠市肉鸡产业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已
形成肉种鸡、商品鸡饲养、肉鸡屠宰加工、鸡肉
产品深加工、产品销售等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条，成为全市畜牧业的支柱产业。2023年末，
全市肉鸡发展到10540万只，肉鸡出栏9041万
只，肉鸡养殖产值实现27亿元，肉鸡养殖量处
于全省首位。

抓园区建设。规划肉鸡产业园，先后被确
定为长春市、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园，2024年
申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通过国家评
审，被确定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单
位。

抓龙头企业带动。肉鸡产业领域现有德
大、德翔牧业、德翔食品、吉星4户国家级龙头
企业，有禾丰1户上市公司，有5户省级龙头企

业、4户长春市级龙头企业，这些龙头企业辐
射带动肉鸡产业发展，形成了巨龙腾飞、群龙
劲舞的可喜局面。

抓良种引进和培育。重点抓好祖代肉种
鸡的引进，全市现有祖代鸡场2座，饲养能力
12 万只，鼓励企业加大祖代肉种鸡的引进力
度，加强肉鸡优良品种培育。肉鸡品种大多为
AA+白羽肉鸡，其特点为体型大、生长发育快、
适应性强、饲料转化率高。

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抓好年出栏肉鸡
400万只以上的养殖大镇和出栏肉鸡100万只
以上的养殖大村建设，以及年出栏肉鸡50万
只以上规模养殖场调度。加快肉鸡三产融合
示范园5个年出栏300万只肉鸡养殖场项目、
德翔牧业有限公司2个年出栏300万只肉鸡自
养场建设。

抓好屠宰加工。鼓励德大、德翔、禾丰、耘
垦龙头企业改造升级，提高屠宰加工能力和精
深加工水平，加快德翔亿只屠宰加工、2万吨
鸡肉产品深加工项目建设。

抓品牌建设。一是推广“德惠粮鸡”区域
公用品牌，加强宣传，提高市场认知度。二是
鼓励德大、德翔公司充分发挥研发技术优势，
开发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消费者放心的产品。

依托德大、德翔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创建优质品牌，巩固德大公司的“德大”中
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德翔公司
的“森煜”“德翔”“翔旺”和“吉林省著名品牌”
等称号。

抓市场营销。在国内外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网络，德大鸡肉产
品曾出口日本、韩国、南非、东南亚、西亚、欧洲
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主要出口日本、韩
国、俄罗斯。在国内市场已辐射全国，线上店
铺有“天猫旗舰店”“淘宝店”“京东旗舰店”“微
店商城”，线下已有客户店1万多家，“德惠肉
鸡”产品已成为欧亚、亚泰、华联等超市的指定
供应商。

加强服务。加强肉鸡饲料管理，规范肉鸡
免疫程序，确保肉鸡养殖安全。加强肉鸡产地
检疫、肉产品品质监管，保证品牌优势和产品
质量安全。

抓牢产业发展关键 全力打造肉牛强市

德惠市发展肉牛产业具有丰富的秸秆饲
料资源，养牛历史悠久，养殖基础较好，曾被誉
为“中国肉牛之乡”。2023 年末，全市肉牛发
展到16.76万头，其中肉牛出栏8万头，实现产

值17亿元。在肉牛产业发展方面，积极推进
一二三产项目协同发展，在养殖、屠宰加工、销
售服务等环节补齐短板，强化产业链条的延
伸，推动增链、补链、延链的板块建设水平。

扩大肉牛生产规模。鼓励养牛户抓住肉
牛发展有力时机，适时进行补栏，扩大肉牛养
殖量。今年上半年，肉牛养殖场(户)发展到
9675 个，同比增长 9.1%，肉牛养殖量 12.78 万
只，同比增长9.4%。

抓好肉牛项目建设。推进肉牛规模养殖
场建设，重点抓好德惠市厚德牧业有限公司肉
牛养殖项目、德惠市惠恒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
殖项目建设，目前2个项目均已建成投产，厚
德公司现存栏肉牛1400 头，惠恒公司现存栏
肉牛2200头。

抓要素保障，促进肉牛产业发展。协调解
决肉牛产业用地。组织召开银企对接会，解决
融资问题，一对一为肉牛企业提供资金解决方
案，为肉牛企业解决急需贷款210万元。加大
活体抵押贷款力度。协调保险公司、银信等部
门，开展肉牛活体抵押业务，做到应保尽保。
协调域内各大银行，简化贷款手续，降低贷款
门槛，优先为肉牛养殖场(户)贷款，在资金上
对肉牛产业快速发展给予有力支持。

德惠德惠：：突出特色做活产业突出特色做活产业““大文章大文章””
马宁马宁

双阳区位于吉林省中部、长春
市东南部，幅员面积1677平方公里，
下辖四街三镇一乡、一个省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全国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全国休
闲农业重点县、首批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吉林省乡村旅游
示范区等称号，是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双阳区自然资源丰富，交通四
通八达，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坚
实，营商氛围浓厚，特别是在梅花鹿
养殖上，有300多年的养鹿历史，是
国务院命名的“中国梅花鹿之乡”。

梅花鹿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双阳区全面贯彻落实
高质量发展战略，坚决扛起全省梅
花鹿产业发展核心区责任担当，聚
焦全省打造千亿级梅花鹿产业战略
目标，按照“1355”（“1”即打造“中国
梅花鹿第一乡”这一品牌；“3”即构
建“市场质量检测、产品标准制定行
业价格制定”三个体系；第一个“5”
即建设梅花鹿规模养殖、良种繁育、
精深加工、品牌销售、特色文旅“五
大基地”；第二个“5”即实现全国鹿
业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全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全国产业集群核心区、
全国规模最大的梅花鹿养殖区、全
国梅花鹿产品集散中心区“五区同
创”）梅花鹿全产业链发展战略，持
续强三产带二产促一产，总体呈现
出规模扩大、效益递增的良好态势。

规模体量优势领先

目前，全区梅花鹿总量达到 38
万头，养鹿户 1.3 万余户，超万头大
村10个、超千只养鹿企及规模化养
殖场(户)20余家，各类鹿产业经营主
体2000余家，全年交易鹿副产品达

7000吨，鹿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20
亿元，是全国最大的鹿产品集散
地。2024 年，全区新改扩建村集体
鹿场9家，带动12个村集体经济，创
新采取了“龙头企业+特色产业+集
体经济”的联动发展模式，成立梅花
鹿产业服务团，并开展了 9 家项目
企业、20名服务团专家“鹿企兴鹿村
共谋致富路村企共建对接”仪式，梅
花鹿产业基础优势持续扩大。

全产业链优势完整

双阳区拥有吉林省东鳌鹿业集
团有限公司、长春世鹿鹿业有限公
司、吉林省中鹿鹿产品检测检验公
司等涉鹿市场主体数千家，涵盖养
殖、加工、科研、屠宰、检验等全产业
链环节。成立了全区唯一一家鹿业
国有企业——鹿港集团，并正式启
动了鹿港集团官方旗舰店，首次签
约 8 家企业。并于 2024 年上半年

“吉林梅花鹿”获批国家级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双阳区入库重点项目13
个，今年争取资金近5000万元，为推
动鹿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增添了
新动能。

产品品牌优势鲜明

双阳区坚持把品牌建设作为产
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双阳梅花
鹿”先后获评“中华商标品牌”“吉林
省著名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等称号。同时，正在积极推进“双阳
梅花鹿”地理标志示范区创建工作，
已经完成中国驰名商标申报，组织
企业参加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广交会等各大
展会；创新举办双阳区第十届梅花
鹿节暨首届鹿产业博览会，是首个
以鹿产品为元素的博览会，设置“鹿
鸣奖”、鹿王评选大赛等10个系列活

动，发布了《双阳梅花鹿产
业发展指南》，被央视新闻、
中国网、吉林卫视、今日头
条等 10 余家媒体广泛宣
传，梅花鹿品牌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

梅花鹿产业未来展望

2024 年是全省打造千
亿级梅花鹿产业的关键之
年，是双阳区实施农业倍增
行动的第一年。当前及今
后一个时期，双阳梅花鹿产
业将进一步坚持“1355”全
产业链发展战略，秉承“双
阳梅花鹿、健康中国人”的
发展定位，锚定“全国梅花
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者”
的发展目标，以抓三带二促一的“链
式思维”为发展路径，尽快完成全区
梅花鹿产业发展规划，全力推动梅
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就是

“首席引领、五最同创”：
做强鹿港集团，建设全国首席

的国有鹿业公司。充分发挥鹿港集
团整合资源、打造品牌、扩大市场、
引领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作用，依
托跨境电商、网红、抖音、市场细分
化等途径提高新增主营业务收入，
打响鹿港品牌。

做大一产底盘，建设全国最大
的规模养殖基地。坚持乡乡变鹿
乡，大力推广标准化、规模化、科学
化、数字化养殖。创新养殖方式，全
力支持村集体鹿场、村书记领办鹿
业合作社开展梅花鹿养殖。大力实
施双阳梅花鹿种源保护及种群提纯
复壮工程，力争每年完成人工输精
超万例，切实筑牢鹿业高质量发展

“底盘”。

做优科技创新，建设全国最强
的科研实践基地。坚持科技引领、
创新驱动，加快推进科学家工作站、
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形
成骨干企业为核心的综合科研转化
基地。强化产学研协同，加强技术
攻关和新技术、新成果转化，全面提
升鹿业科技研发水平。加大以科技
类为核心的鹿业项目谋划、招引工
作力度，把好项目引进来、留下来，
做好梅花鹿产业项目储备。

做深二产加工，建设全国最优
的精深加工基地。坚持平台引领，
持续推动省级鹿业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晋升国家级，加快吉林梅花鹿产
业园、鹿业生物万头梅花鹿产加销
一体化等项目建设，持续推进产业
集群项目。坚持产学研一体化，突
出发展特殊膳食食品，做好全鹿宴、
梅花鹿“食药健”类产品开发，不断
提高梅花鹿产品的精深加工水平。

做特三产品牌，建设全国最好

的市场销售基地。围绕增强梅花鹿
产品品牌影响力，全力推进“双阳梅
花鹿”营销平台建设，着力打造“买
全国、卖全国”集散中心。持续推动

“双阳梅花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示范区”阶段性建设，促进“双阳
梅花鹿”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真正成
为地方精品。加强梅花鹿标准体系
建设，推动鹿检中心检验能力提升，
建立双阳梅花鹿检验大数据库，推
动梅花鹿数据化、标准化建设。

做活文旅宣传，建设全国最靓
的特色文旅基地。聚焦鹿业文化发
展，持续办好中国梅花鹿节、采茸文
化节等品牌节庆活动，将梅花鹿文
化更好融入日常生活。谋划打造梅
花鹿主题旅游城镇，构建梅花鹿主
题体验产品体系。邀请中直及省市
主要媒体对鹿产业进行专访，升级
打造以鹿元素为主的旅游精品路
线，着力营造“梅花鹿+”品牌效应，
切实增强“鹿城双阳”品牌影响力。

锚定特色产业集群
——“1355”战略推动双阳区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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