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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东丰县抢抓乡村振
兴战略向纵深推进的历史机遇，
坚持把产业振兴作为基础和关
键，秉承“一镇一产业、一业一园
区”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建链、补
链、强链、延链新模式，全力打造
全域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县。

坚持园区带动，推进产业集
聚集群。立足现有产业基础，精
心谋划布局，助力产业跨越发
展。在理念上带动。致力于在
三产融合上研究发展新路子，着
力在相对空间中找载体、在功能
集聚上树特色。以完善现代农
业产业链条为着力点，采取基地
在乡村、生产加工服务在园区、
增收在农户的发展模式。在规
模上带动。重点打造了符合东
丰产业特点的“梅花鹿、黄牛、松
籽、医疗器械、食用菌、物流、预
制食品、秸秆”等八大产业园区
建设，园区建设总投资达116.9亿
元，产业集聚集群态势基本形
成。在融合上带动。立足八大
园区产业定位，把产业链培植作
为主攻方向，不断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推动了产业
跨越式、融入式发展，三产融合
示范效应不断显现。目前，梅花
鹿创投园入驻企业15户，松籽产
业园入驻企业 34户，梅花鹿、肉
牛、松籽 3个产业已初具全产业
链形态。

坚持项目推动，促进产业蓄
势赋能。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
农业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和总抓
手，精心做好“粮头食尾”“农头
工尾”“畜头肉尾”文章，统筹推

进农牧业全产业链发展。突出
规划布局。着力推进梅花鹿、食
用菌、松籽、肉牛等特色产业扩
规提质、融合发展，现已建成标
准化肉牛养殖基地10座、有机肥
加工厂10座、标准化梅花鹿养殖
小区 10个。二龙山乡七家子标
准化肉牛养殖基地目前存栏肉
牛 3000头，实现了当年建设、当
年投产。突出挖掘资源禀赋。
梅花鹿饲养量达 24.3万只，涉鹿
产值35亿元，鲜鹿茸年产量可达
460吨，占全国鹿茸产量的 30%；
食用菌发展近亿袋，实现产值
2.4 亿元。其中，设施羊肚菌大
棚发展到 800栋，鲜品产量达 40
万斤，规模全省第一，填补了我
市食用菌市场高端产品的空
白。突出品牌创建。以“吉林大
米”品牌为引领，先后培育创建
康熙鹿苑、鹿苑町香、鹿乡太和
等三十余种大米品牌，连续三年
被评为“中国十大优质大米产
区”。

坚持资金撬动，激活产业发
展动能。始终将政策、资金要素
与农业资源优化整合，实现产业
和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强化资
金保障。抢抓国家发行专项债
券支持地方建设的有利契机，成
功申请全省第一批肉牛专项债
10亿元，通过国家专项债审核项
目 14个，皇家鹿苑乡村博物馆、
梅花鹿产业创投园等 10个项目
专项债已发行，总额度 9.16 亿
元。强化资金争取。完成四批
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申报，成功
发行专项债项目 12 个，发行额

度 14.8亿元，位列全省县区第二
名，为三产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强化资金投入。每年设立
食用菌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500
万元，扶持发展了佰晟源、鑫盛
等规模化食用菌生产主体 13
个，指导建设食用菌合作社 52
个。每年设立梅花鹿产业发展
基金 2000 万元，累计带动梅花
鹿养殖户 5000 余户，增加收入
2.7亿元。

坚持旅游拉动，推进产业壮
大升级。深入挖掘梅花鹿、农民
画新功能新价值，拉动农文旅融
合发展。放大文化内涵效应。
不断擦亮东丰“梅花鹿之乡”“农
民画之乡”金字招牌，坚持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一体发展，大力
提升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
能力，做好产业、产品、文化相互
衔接，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实现“农业+”多业态融合发展。
放大特色小镇效应。坚持将三
产融合与特色小镇建设协同推
进，梅花鹿小镇、钢铁小镇、光伏
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蓬勃发展，
吃好、玩好、住好、购好、心情好
的“五好”快乐之旅在东丰全面
开启。2022年，全县冰雪游、乡
村游、生态游、研学游迅速发展，
旅游收入实现 8.8 亿元，增长
2.5%。放大乡村振兴效应。精心
打造 303沿线乡村振兴示范带，
形成了六禾现代农业田园综合
体、农光旅互补生态园、榆林农
民画村等一批乡村振兴示范典
型，打造东丰样板，得到省委、省
政府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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