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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县食品加工业发展情况调研

牛金平

泗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山东济宁  273200

1  食品加工业发展情况

产业振兴的推动下，泗水县食品加工业蓬勃发展。

目前，泗水县食品加工企业已发展到 187 家，其中规模

以上 21 家，从业人员 1.9 万人，年加工各类食品 200 多

万吨，产品达十大系列 500 多个花色品种，畅销全国各

地并远销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营产品涉及淀粉及淀粉

制品、粮油、蔬菜、林果、肉制品、饮料等，初步形成

四大食品加工业集群。

1.1  甘薯淀粉制品加工产业异军突起

国家级龙头企业利丰食品有限公司是目前全国最大

的薯类加工基地，与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合作成立了

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柳絮高科技产业园。该公司的传

统产品有粉条、粉皮和酸辣粉等，新型健康食品有饮料、

烘焙和膨化三大系列若干个品种，高科技产品将重点推

出蛋白、多糖以及膳食纤维等高端保健品种。以利丰、

圣地、银河等企业为龙头的薯类淀粉加工企业，带动泗

水及周边县市地瓜种植 80 余万亩，年生产加工淀粉及其

制品 60多万吨，年生产加工粉条、粉皮、酸辣粉、糕点、

甘薯蛋白等淀粉制品 64 万吨，年销售收入 12.64 亿元，

出口总额3000多万美元，产品畅销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粉条占据韩国 60% 以上的市场份额，形成了甘薯淀

粉制品产业集群 [1]。

1.2  粮油加工产业迅速崛起

2012 年，“泗水花生”获得国家工商总局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认证，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30 万亩以上，质优

量大的产品带动粮油制品企业迅速崛起。以锦川、盼盼、

金利康等企业为龙头的粮油加工产业，带动本县及周边

县市区种植花生、小麦 73 万亩，年生产加工粮油、花生

制品、烘焙面点等 30 多万吨，年销售收入 10.83 亿元。

“吃着盼盼看冬奥”营销广告激发了亿万观众的热情，

今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盼盼公司的手撕面包、三

明治蛋糕、麦香鸡味块、轻烤薯片、雪饼、仙贝、瑞士卷、

梅尼耶无糖粗粮饼干等产品销售火热，得到广大消费者

认可，形成了粮油制品产业集群。

1.3  肉类加工产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泗水县着力培育“笨、土、野、绿”的特

色畜牧品牌，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养殖业和肉类加工业，

逐步形成了以生猪、肉羊、肉兔、肉鸡、肉鸭五大主导

产业为支撑的畜牧养殖、加工产业。依托鸿润、鸿毅、

圣昌等龙头企业带动，精心打造肉类加工产业集群，年

销售收入 28.16 亿元。全县年屠宰优质猪 10 万头、肉牛

6 万头、肉羊 20 万只、兔 113 万只；鸿润食品有限公司

日屠宰肉鸡 6000 万只、肉鸭 3000 万只。鸿毅食品有限

公司加工调理、熟食酱卤肉制品、速冻调制品、肉罐制品、

熏烧烤肉制品、蛋制品等 100 多个产品，产品全部通过

了 ISO9001、ISO14001、ISO22000、SC 系列标准认证和

产地无公害认证。形成了肉类加工产业集群。

1.4  果品饮料加工产业方兴未艾

泗水境内山清水秀，泉群种类丰富，姿态各异，水

质清澈，为国内罕见的泉水景观资源。泗水县作为国家

注册的“中国泉乡”，泉水资源得天独厚，日总涌量为

26.1 万立方米，年总涌量为 9500 万立方米，常年水温

14 ～ 18℃，《山东通志》称其为“山东诸泉之冠”。森

林覆盖率和林木绿化率分别达到 42.5%、45.6%，苹果、

【摘要】泗水县是济宁市唯一纯山区县，是“中国优质地瓜原产地” “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全国出口食品（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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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振兴的重要抓手，食品产业是我县打造工业新城的第一大产业，也是我县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优势产业。近几年我县食品

加工业在不断发展也形成了出口模式。但是由于部分企业规模小，科研人员少，时代进步又飞快也对大跨步的发展有了阻碍，

本文从以下几方面简述了目前我县食品加工业面临的问题和几点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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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黄金梨、珍珠油杏、板栗等果品相继通过绿色食

品认证。泗水县依托优质泉水及绿色林果，20 世纪 90 年

代初就大力发展果品饮料、矿泉水等饮料加工业，1992

年 10 月兴建了合资企业“泗水县保健饮料厂”。目前以

娃哈哈、汇源、蒺藜沟山泉水等为龙头的矿泉水及果蔬

饮品加工企业，年生产销售果蔬饮料、茶饮料和含乳蛋

白饮料576万箱、矿泉水9.6万箱，年销售收入3.05亿元，

形成了果品饮料产业集群。

2  主要做法及成效

2.1  建设种养基地，提供优质专用加工原料

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基地 +农户”

发展模式，全力抓好新品种培育的产业化推广和专用原

料的基地化种植，逐步实现加工原料专业化、标准化、

规模化、集约化。通过合同订单、入股分红等方式，与

农民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

专用原料的有效供给[2]。在泗水及周边县市区布局甘薯、

花生、蔬菜、中药材、林果等种植基地，专用品种面积

已达到 80 万亩以上。围绕生态猪、生态羊、优质蛋鸡、

优质肉鸡肉鸭和绿色肉兔产业，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

建设特色明显、科技含量高、效益显著的现代畜禽规模

养殖场 1021 个。

2.2  与科研院校合作，提高创新能力

目前和中国农业大学、江南大学、山东农业科学院、

河北工业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山东医学校等高校院所建立稳定紧密的实

质合作，与山东省食品发酵设计研究院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打造科技集成创新与成果转化中心，构建食品加

工科技集成创新平台，合力开展新产品研发和关键技术

攻关，不断提高食品加工业的科技含量。已拥有银杏省

级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处，元宝枫、花生、甘薯市

级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处。鸿毅食品公司创建了市

级肉类食品精深加工创新创业共同体，利丰食品公司创

建了市级甘薯深加工创新创业共同体；锦川花生、巨峰

饼干等 5 家食品加工企业被评为市级“专精特新”食品

加工企业；金利康面粉、鸿润食品等 8 家为泗水县高新

技术食品加工企业。

2.3  注重品牌打造，提升产品质量

紧紧围绕“泗全食美”“泗味俱全”“泗水地瓜”

区域公共品牌，积极推动有机产品认证、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申请、鼓励企业自主推出品牌、多种产品打造统一

品牌。泗水地瓜、花生、西瓜、绿豆、小麦、西红柿、

泉林鸭、莲藕、核桃等相继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认证。“柳絮”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并在韩

国进行注册，慧丰花生米出口企业获得欧盟注册，2 个花

生油品牌获得国家绿色食品颁发的 A 级使用证书，1 个花

生油品牌获得国家有机食品认证，山东名牌产品 2 个、

山东省著名商标 3 个。将叫得响的泗水地瓜、花生、肉

食等分散的区域特色食品从县域层面打包，形成泗水的

食品品牌矩阵，采用统一标准管理运营，塑造更具价值

感、应用性的泗水食品公用品牌形象。将“柳絮”粉条、

“鲁丫头”肉食、“锦川”花生、“黄金梨”“金利康”

面粉等一批省、市级著名商标产品加入“济宁礼飨”区

域公用品牌的宣传和销售。

2.4  发展电子商务，搭建销售平台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电商产业、特别是食品产业

的发展。2020 年出台了《泗水县关于促进直播电商发展

的若干措施》，分别于 2020 年、2021 年举办了泗水县第

一届、第二届电商节，极大提高了各市场主体参与电商

发展的积极性。2021 年全县实现网络零售额 12 亿元，其

中食品销售额突破 6 个亿，同比增长 20%，电商企业数

达到 700 余家、直接从业人员 8000 余人。充分发挥一品

客、煎点网络、泗泉食美等区域性电商交易平台的作用，

利用他们的线上消费市场，引导食品企业积极入驻；明

慧直播电商基地、泗张直播小镇、圣曦传媒、华耀星途、

草原红、祥宝传媒等电商直播基地，涌现出了一批如阿

敏子、爱吃辣的李格子、小杜库纯、泰合云仓等粉丝量

超百万的个人网红，2021 年直播基地销售的食品网络零

售额超过了 2亿元。仅爱吃辣的李格子的酸辣粉、米线，

一年的网络销售额就超过了 2000 万元，每天发单 3000

单以上，产品畅销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带动了

原材料、包装箱、快递物流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2.5  提升服务水平，促进优质发展

开展助企攀登活动，为企业纾难解困。从全县遴选

44名优秀干部，派驻到“准四上”企业、“种子”企业，

帮助企业强化党建引领、解读政策、破解难题，加强要

素保障办理。将办理企业诉求、推动项目进展作为助企

干部“日晒”“周晒”工作通报的主要内容，实行“红

黄蓝”三色动态管理，每周调度、动态更新、定期通报，

通过“蓝色”办结、“黄色”预警、“红色”督办方式

督促办理。目前，为 44家攀登企业新增授信 3.48 亿元，

新增用信 0.62 亿元，贷款余额 5.16 亿元，兑现稳岗补

贴 105 万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228.91 万元，以

工代训补贴 488.5 万元；人才科技奖励扶持资金 850 余

万元；争取新增用地指标 431.1105 亩。县工信局梳理

2018 年以来各级惠企政策，形成支持企业发展的《惠企

政策摘编》及单项政策翻印本，联合审批局、商务局、

人行等多部门，集中开展“走企业、听企情、解民忧”

惠企政策进企业活动，为企业提供服务 1000 余次，服务

企业 500 余家，发放惠企政策 2000 余册，切实当好工业

企业“娘家人”。

3  存在问题

3.1  企业综合竞争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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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泗水县食品加工行业正加速发展，但大多数加工

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产业基础薄弱，从资产规模上看，

资产上亿元的食品加工企业仅有 8 家，缺乏规模大、实

力强的龙头企业。大多数企业缺乏高层次的管理和科研

团队，科研资金投入有限，生产工艺较为落后，生产污

染现象仍然存在。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缺乏关联度，

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

3.2  人才缺乏

由于我县食品加工产业科技型企业较少，技术含量

普遍不高，经营管理较为粗放，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弱，

人才集聚与产业集群还未实现良性互动，食品生产企业

的专业管理技术人员远远低于其他一般行业。由于人才

创新创业支撑力不强，造成内部管理薄弱、市场建设落

后、技术创新缺乏，在成本控制、产品研发、品牌培育、

品质保证、融合发展等方面亟待加强。

3.3  科技研发投入不够

2021 年全县 21 家规上食品加工企业中，仅有鸿润、

利丰、味珍等 6 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有研发投入，共

31.7 亿元，只占营业收入的 1.64%。很多企业没有科研

经费投入，更没有专业科研人员，食品进一步深化加工

步伐缓慢，多数产品还停留在基础产业上，缺少加工增

值能力，严重影响了食品的升值空间。

3.4  品牌意识不强

由于我县食品加工企业多由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发

展而来，长久以来习惯了做代理加工，自创品牌的意识差。

尽管现在品牌意识开始加强了，培育了区域公用品牌“泗

泉食美”“泗味俱全”“泗水地瓜”，但是知名度和美

誉度不高。“著名商标”“驰名商标”“山东名牌”的

数量不多，真正在国内“叫得响”的更是屈指可数。

4  对策建议

4.1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在原有产业化扶持政策的基础上，着手从金融、信贷、

科技、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围绕食品产业链，用好“群

长 + 链长制”，持续做好干部助企攀登，“双招双引”

等工作，实施企业攀登、技术改造、企业上市、要素保障、

企业培育“五大工程”；着力构建优质企业梯次培育体

系，建立“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库；加快推进数字化赋能，

加速食品企业上云上平台，开展工业互联网示范培育活

动，全面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4.2  加强人才培育

深化产学研合作“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

三题模式，加大中介引才工作力度，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

深化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组织企业参加省、市举办的

各类培训，帮助企业从国家政策、经营理念、创新发展

等多方面进行改进升级，年内组织各类培训 3 次以上，

培训企业人员 600 人次以上，组织企业家到高校培训 30

人次以上。实施人才平台载体升级培育行动，年内新增

省级以上平台载体 4个以上。

4.3  加大科技投入

鼓励利丰、欣欣、银河等老字号食品加工企业提高

推广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引导盼盼、亲亲、鸿

毅等新兴企业加强科研开发，大力引进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设备，走精深加工的路子；联系各加工企业与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进行新产品新技术合作，提高产品的科

技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

4.4  加强品牌培育

引导企业树立品牌营销理念，并通过政府、法律及

防伪、宣传等多种方式对品牌，特别是商标专用权进行

保护。鼓励企业培育自主品牌，立足山区生态优势，在

产品品种、质量、造型、包装上找准自身特色，大胆创新，

积极开发各类休闲食品、家庭厨房快捷食品、保健营养

食品、特色食品、调味食品、婚庆食品等，以技术创新

培育自己的品牌竞争力。政府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品牌建

设，从品牌策划、宣传、展销各个环节带动全产业链品

牌培育，提高产品档次和市场竞争力，推进食品加工业

高质量发展 [3]。

4.5  加强政策扶持和引导

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

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22〕12 号）精神 [4]，通过政

策扶持、信息支撑、市场推动，实现政府与企业有效衔接，

推动相关扶持优惠等配套政策有效落地。积极营造良好

发展环境，鼓励引导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加快产业集聚，在资金配套及有效融资等方

面促进银企融合对接，协调金融、保险、科技等相关机

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有效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

提高企业研发自主性和发展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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