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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内容：滑县作为赫赫有名的农业大县，中国小麦第一县的称

号实至名归。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本应是推动县域经济腾飞的强

大引擎。然而，当前我县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状况却不尽人意，尚

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未能充分挖掘农产品的潜在价值，在规模

与影响力上也与农业强县的地位极不匹配。大力加强农产品深加

工业发展，实现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的转变，已迫在眉睫。一、

产业规模与附加值问题：我县农产品加工企业多以初级加工为

主，产品附加值低。比如小麦加工，多集中在面粉生产，缺乏对

面粉衍生产品如高端烘焙粉、专用面粉等的深度开发，产业链短，

产品利润空间有限。相比发达地区，其通过精深加工，将农产品

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如小麦加工成各类特色食品、生物制品等，

经济效益数倍于初级加工。二、技术与创新短板：多数加工企业

技术装备落后，创新能力不足。企业研发投入少，缺乏专业技术

人才，难以开展新产品研发和工艺改进。以玉米加工为例，先进

地区已能利用生物发酵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氨基酸、有机酸等产

品，而我县玉米加工仍以简单的饲料加工为主，技术差距明显。

三、产业协同与品牌建设滞后：农产品加工企业之间缺乏有效协

作，产业链上下游脱节，未能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同时，品牌建

设意识淡薄，虽然农产品产量大，但知名品牌少，市场竞争力弱。

像一些外地农业强县，通过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带动众多加工企

业发展，提升了整体市场份额。



具体建议：一、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领域。

引导资源向优势企业和特色产业聚集，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

等方式扩大规模，提升产业集中度。

二、强化政策支持与引导。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统筹使

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产品加工专项补助、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等各级财政用于农业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形成

合力促进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对投资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土地使用优惠等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三、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鼓励企业与

科研院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如与河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合

作，共建研发中心，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研发。

四、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认真实施洹泉涌流人才集聚计划，

筑巢引凤，吸引农产品加工领域的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来滑县创

业。鼓励本地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适应产业需求的技术

技能人才。

五、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与品牌建设。规划建设农产品加工产

业园区，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引导加工企业向园区集聚，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在园区内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检

验检测、技术研发、信息咨询等服务。

六、实施品牌战略，打造滑县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加强品



牌宣传推广，通过参加各类展会、举办农产品节等活动，提升品

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鼓励企业培育自有品牌，对获得知名品牌称

号的企业给予奖励。

七、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网

络。支持企业开展电商业务，搭建农产品电商平台，拓展销售渠

道。加强冷链物流建设，提高农产品保鲜和运输能力，减少损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