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金翼蛋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注册资
金 14728万元，坐落在东辽县安恕镇曲家村，总资产
25亿元，占地面积 35万平方米，以农作物种植、饲料
生产、蛋鸡养殖、生物质能源、生物工程、蛋品加工
等为主，以鸡粪无害化处理、冷链物流等为辅的全
产业链闭环企业。“金翼”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
驰名商标；“金翼”牌卤蛋、蛋粉系列产品为吉林省
名牌产品。公司先后被省和国家确定为吉林省高新
科技企业、吉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吉林省质量
诚信企业、吉林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全国工商联
烘焙业会员企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员企
业，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金翼蛋品作为“中国蛋谷”
的核心企业，发挥着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
带动示范作用，促进发展全产业链模式，推进一产
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加快农业与现代
产业要素跨界配置。

推动主导产业增效扩能。建设 8个规模化蛋鸡
养殖基地，年存栏量达到 800万只，成为国内养殖规
模最大的企业之一。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模式，为养殖基地和养殖户提供配套技术服务，
全程实行无抗养殖，实行三级防控，监控鸡蛋药物
残留，使每一枚鸡蛋都拥有“身份证”，实现食品安
全全程可追溯。同时，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流
转土地 7000 亩种植甜玉米，农民既可获取流转收
益，又可打工赚钱，带动了周围农民增收致富和东
辽县整体养殖业、种植业的发展，为打造“中国蛋
谷”夯实了基础。

推动产业链条拓展延伸。针对市场“普通蛋多、
品牌蛋少，鲜蛋多、深加工少”的现状，公司立足优
势、抢抓机遇，秉承“以创新赢得市场、以品质成就
未来”的经营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加
大项目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公司拥有专利 60个，
先后注册商标 17件，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21项，以满
足市场新需求。可实现日加工鲜蛋 1000万枚、年加
工鲜蛋 15万吨、蛋制食品 5万吨，实现鲜蛋加工能力
亚洲领先。主要为双汇、肯德基、康师傅、桃李等国
内外知名企业提供食品原材料和成品；利用生物技
术研发以鸡蛋为原料的健康产品，将为产业带来鲜
蛋 5至 10倍以上的收益。

推动第三产业梯次跟进。金翼蛋品在全国建立
销售网络和长期高质量的产品供应为“中国蛋谷”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围绕鲜蛋生产，成立了冷链物
流公司，修建了企业参观走廊，带动了当地餐饮、旅
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第三产业梯次跟进。以
蛋品生产为核心延伸服务，使产品遍布全国并远销
10余个国家和地区。金翼蛋品全产业链的构建和
龙头企业带动，通过延伸蛋鸡产业链，可带动农产
品生产、运销、物流、加工、休闲旅游等产业全面发
展，使“中国蛋谷”项目逐步构建“二产带一产，二产
促三产”的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充分集聚各类资
源优势，调整传统农业结构，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
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农村
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农民增收，实
现区域化经济协调发展。

下一步，金翼蛋品紧紧围绕乡村振兴这条主线，
全力打造 2000万只蛋鸡“中国蛋谷”项目，完成“十
四五”规划目标，形成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努力打造
东北乃至全国禽产品加工企业的新样板，为全市乡
村振兴贡献金翼力量。

2019年10月12日，双天公司与东辽县政府正式签署《项目投资协
议书》，双天公司东辽黑猪全产业链项目作为绍兴与辽源两地政府对接
合作的实质性项目正式落地。项目计划总投资12亿元，布局年产5万
头东辽黑猪原种场、年产20万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年加工销售50万
头肉食品公司、年产20万吨饲料生产加工、农牧结合种植基地等全产
业链项目，做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致力打造全国东辽黑猪品牌。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进步，在创新科技、互联网思维的加持下，智能
养殖已成为新的趋势。东辽黑猪养殖全面采用了现代养猪设施装备。
其中，喂养采用全自动投喂系统和感应饮水器，可以实现全程智能喂
养；猪圈的两侧分别安装风扇和水帘，通过智能调控可保证猪圈恒温；
同时，猪圈按照妊娠室、产房、仔猪、育肥猪组成一个单元设置，使得养
殖过程科学规范。此外，通过全量化收集养殖粪污，再深度发酵成有机
肥，实现了养殖污染的“零排放”，真正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向智能化迈
进，让养猪行业成为高科技新型行业，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升级。

在企业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双天公司将重点做好着力打造东辽黑
猪品牌工作。东辽是著名的黑猪养殖之乡、是国家级标准化养殖示范
区，东辽黑猪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1年，东辽黑猪通过了有机
认证和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5年，被国家质检总局认
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5年，被吉林省质量检验监督局认定为

“吉林省名牌产品”；2016年，尧野牌东辽黑猪肉被认定为“吉林省著名
商标”。下一步，将着力打造东辽县黑猪品牌，把东辽黑猪推向全国。

做好不断创新发展理念工作。充分发挥南方企业在创业经营中的
优势，将南方的经营理念传播到当地、融入当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切实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战略高度出发，创建适度规模型、环
境友好型、食品安全型的东辽黑猪养殖模式。采用标准化饲养规程和
成套技术建成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的东辽黑猪生产基地，并以此为
循环核心，发展集饲料加工、有机肥生产、饲料地种植等循环经济产业
链。采取循环经济效应发展的组织形式，把东辽黑猪打造成吉林省特
色产品，建成一个标准化循环经济亮点。

做好三产融合发展工作。重点推进田园综合体项目，不断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围绕科学育种、生产加工、销售推广、校企合作、休闲旅游、
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展开，着力打造成为辽源市集标准化、规模化、生态
化为一体的双天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公司将吸引更
多力量加入进来，推进智能化与生产实践结合，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让
农业行业摆脱落后的标签，成为一个惠及民众、受人尊重的行业，为乡
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双天公司将以市委农村工作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会议精神为指
导，用全新的理念来规划传统产业的发展，融入新技术，敢于去创新，进
一步推动东辽县黑猪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使得双天公司的项目成为“飞
地”养殖模式全国样板，为辽源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为全市乡村振兴
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创新发展理念 打造名牌产品

建强循环经济产业链条
吉林双天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市委书记柴伟在市委全会上提出打造十条标志
性产业链以及十大产业园的战略部署。其中，包括玉
米精深加工产业链和龙山玉米深加工产业园，这既是
市委的发展战略，也是企业的发展方向。为适应全市
发展战略，巨峰生化公司决定投资 31.1亿元，围绕玉
米深加工产业链、供应链整合资源，扩大生产规模，建
设年产300万吨玉米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加工转化玉米300万
吨，实现产能148万吨。

围绕玉米深加工产业链谋划强链、延链、补链项
目。强链方面，针对一、二期酒精生产工艺、设备存在
的问题，计划投资1亿元，购置酒精生产设备、投资技
术工艺改造项目。技改完成后，将实现产品产量由年
产 50万吨提高到年产 60万吨，年加工转化玉米 180
万吨，实现产值 47.7亿元，上缴税金 2.5亿元，净利润
3亿元，安排就业人员 1210名。延链方面，计划投资
12.6亿元，实施年产 20万吨山梨酸项目。建成后年

产值可实现 38.4亿元，上缴税金 1.5亿元，净利润 1.9
亿元，安排就业 400人。补链方面，计划投资 12.5亿
元，新建年产 200万吨复合饲料项目。项目建成后，
可实现年销售额 120亿元，年销售利润额 21.6亿元，
所得税5.4亿元，年净利润16.2亿元。

围绕玉米深加工供应链谋划补链项目。计划投
资2亿元，新建中外运通物流项目。计划新采购运输
车辆 500台，新建库房 2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可实
现年新增产值 5亿元，年上缴税金 2500万元，年净利
润2500万元。计划投资3亿元，新建原料玉米收储配
套项目。项目建成后可收储 40万吨玉米，解决不能
长期储存玉米问题和到 6月份至 11月份无粮收购的
难题。提早收储可产生 8000万元至 1亿元的经济效
益。新建300万亩种植玉米项目。计划流转土地300
万亩，从规模化玉米种植、收割、运输、存储、加工，打
造玉米全产业链生产项目。

目前，总投资 12.6亿元的年产 20万吨山梨酸项

目已于2020年7月初全面开工建设，现已完成各项工
程施工任务的 30%，完成设备订购任务的 90%，计划
今年 9月份建成投产。投资 5000万元的二期酒精生
产工艺、设备改造项目基本完成，日产量稳定在 850
吨左右。年产 200万吨复合饲料项目正在洽谈合作
中，待项目成熟后再进行选址及办理相关手续。计划
投资1亿元的中外运通物流项目已签订购车400台的
意向性协议。目前，已新购运输车辆 50 台投入运
营。新建原料玉米收储配套项目已完成拟选址，正在
等待第二次城市规划例会研究，办理土地、规划等相
关手续。新建 300万亩种植玉米项目，已于 2020年 9
月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流转耕地200万亩。

下一步，巨峰生化公司将通过积极投资建设新项
目、加大投资改造老项目，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全面
实现技术、产能、环保、安全“四升级”目标，进一步加
快企业发展步伐，提高税收贡献率，为全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作出巨峰贡献。

强化创新引领 延伸产业链条

全力推动蛋鸡产业融合发展
吉林金翼蛋品有限公司

整合资源 优化拓展

做大做强玉米精深加工产业链
辽源市巨峰生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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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打造吉林现代生态农业的辽源样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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