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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东辽县坚持抓实“三个经济”，全力推
动乡村振兴发展，各项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2022年，县域经济振兴发展
考核位列全省第五，被省委、省政府
授予“县域经济振兴发展和县域经济
争先晋位‘两个’优胜县”称号。

抓实平台经济，打造乡村振兴
新引擎。充分发挥国字头示范区作
用，为农业底盘注入科技底蕴。搭
建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平台。依托国
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在辽河源镇
流转土地 6.4 万亩，引进吉米飘香、
垦丰吉东、中科院等 18户企业科研
单位，打造集绿色、有机、观光、特色
为一体的现代农业样板区。搭建高
标准交易平台。依托“中国蛋谷”，
建设“互联网+禽蛋大数据+金融”平
台，形成全国统一的“生产服务、流
通管理和集团采购”3 个中心。目
前，金翼蛋品已经成立蛋谷科技中
心，与北京奥科美公司、中国工商银
行形成合作关系。搭建三产融合平
台。依托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先导区，建设集农产品加工、
仓储物流、预制包装于一体的农业
综合发展平台。目前，已吸引河北
晟辰、吉林博源食品等 7 家企业入
驻。搭建科技支撑平台。依托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坚持科技赋能，促进
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

接。引入吉林大学、吉林农大、中科
院东北所、吉林农科院等 9所院校开
展现代农业研究推广试验，聚集 20
多位博士、硕士在田间地头为农民
提供科技服务。

抓实特色经济，汇聚乡村振兴
新动能。坚持做好“土特产”文章，
不断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壮大
禽蛋产业。依托全国禽蛋全产业链
典型县，培育厚德集团作为“链主”
企业，争取国家专项债 1.2 亿元，新
建 200万只蛋鸡养殖基地，年底养殖
规模扩充到 1000万只，有效推动了
项目建设和产业扩能。提升黑猪产
业。利用东辽黑猪获评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契机，通过品种培育、提
纯扶壮、良种扩繁，不断壮大养殖规
模，发展量达到 5.5万头，年增 17%。
东辽黑猪成为中国第三个、吉林省
第一个活体物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培育柞蚕产业。建设育种场 9
个，年繁育种茧 12万公斤。2022年
放养柞蚕 1400把，产茧 180万公斤，
实现产值 1.2亿元，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产供销链条。今年初，东辽柞蚕
被确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做优食用菌产业。围绕黑木耳、香
菇、平菇等食用菌产业绿色化、精细
化、优良化发展目标，着力推进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形成菌
棒生产、种植栽培、产品加工、菌料

利用等完整产业链条，年产值达到
7600万元。

抓实循环经济，构建乡村振兴新
模式。坚持绿色转型发展，以资源环
境承载力为基准，不断丰富拓展农业
农村生态功能价值。构建资源利用
循环模式。牢牢抓住黑土粮仓科技
会战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有利契机，
在全县推广形成“土肥水”综合利用
模式，新建高标准农田 10万亩，推广
新型肥料试验基地 11个，转化畜禽
粪污86万吨、秸秆70万吨，转化率分
别达到 95%、9%，累计粮食增产 6.89
万吨，当年减少化肥投入量 2800吨，
节本增效1.45亿元，实现了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构建全产业链
循环体系。以禽蛋产业集群为基础，
建设集农工商、种养加、产供销、产学
研、交易物流、数据交割、粪污转化于
一体的全循环体系。全循环产业链
企业达到 21 户，产值实现 31 亿元，
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典型范例。构建生态种养循环
业态。重点扶持以华宇家庭农场为
代表的绿色循环特色种养，即养殖
蚯蚓转化牛、猪、鸡粪便，产生有机
肥种植水果、蔬菜、花卉，用蚯蚓干
配制饲料饲养蛋鸡生产蚯蚓蛋，形
成完整的清洁、高效、绿色循环业
态，并积极发展休闲农业，带动周边
农户持续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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