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景县“三个着力”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景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总耕地面积124万亩，更好地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是该县新时期农业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近年来，景县全面落实
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紧紧立足自身优势，把农业结构调整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质量农业，
加快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转变，走出了一条符合发展规律、具有景县特色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新路子。

景县始终把抓好农业结构调
整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
抓手，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
的宏观调控作用，增强服务意
识，打破瓶颈制约，积极主动引
导，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
坚强保障。

该县农业结构调整由县委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每一
个农业结构调整项目都成立了由
县级领导包联指导、相关部门组
织实施、所在乡镇具体落实的工
作专班，层层推动落实。并制定
出台了 《景县农业结构调整实施
方案》《景县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
整促进农业现代化奖补办法》 等
文件，通过政策引导、政府补
贴、农民自愿等方式，加大对农
业结构调整的奖补力度，全面调
动起农户积极性。

该县还借助“院县合作”平
台，积极与中国农业大学、省农
林科学院等单位，在加强良种繁
育、种植结构调整、果蔬绿色防
控等领域开展合作，促进了农业
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目
前，全县打造了“志清合作社小
麦、玉米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
范基地”“兴丰合作社高粱绿色生
产基地”“润达园区谷子绿色生产
基地”“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和果蔬
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基地”4个示范
基地，面积达 70 多万亩，在农业
节水、农民增收上收到了良好效
果。同时，定期邀请省农科院专
家就土壤墒情、播前整地等关键
技术现场指导。每年举办各类技

术培训40余期，培训农民5000余人次。
农产品种得好，还要卖得出、卖上好价钱。为

农产品找好销路，解决销售“最后一公里”，该县
强化服务意识，积极开拓市场，在县委、县政府大
力推动下，实现农产品企业与北京新发地成功对
接，签订了 1.6亿元的农产品销售合同和辣椒、红
薯、草莓生产基地合同。该县还鼓励和帮助农业企
业参加全国优质农产品博览会、农产品交易会等活
动，推介景县优质农产品，提高知名度。同时，在
政府支持引导下，一些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与京
东、拼多多、益农信息服务站等网络平台合作，实
现了农产品线上销售，并采用“直播带货”新模
式，拓宽了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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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景县审时度势、转变思路，坚
持以市场化为导向，紧密结合自身资源禀
赋，从最基本的种植业、养殖业调起，逐步
深化扩展到农产品精深加工业，走出了种养
加一体化发展的农业结构调整新路径。

景县地处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漏斗区的
“锅底”，地下水压采任务艰巨，既要确保粮
食安全，又要遏制地下水超采，农业发展陷
入“两难”境地。针对这一实际，该县科学
研判形势，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积极推广旱
作雨养和季节性休耕，既保障了粮食安全，
又实现了节水增效，把“两难”变成了“双
利”，种植业结构调整调出新天地。该县粮食

产量连续10年稳定在13亿斤以上，先后三次
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建设了 15
万亩雨养谷子、高粱等抗旱节水农作物示范
区，打造了3.2万亩高效果蔬种植示范区，实
施季节性休耕项目10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
2万亩、滴灌节水项目 0.3万亩，实现地下水
压采2700多万立方米。

前些年，景县基本没有规模养殖业，只
停留在一家一户散养鸡猪牛羊的原始状态。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该县坚持外
引与内生相结合，扩大养殖规模，加快补齐
短板，引进了牧原集团和新希望六和集团等
全国农业龙头企业投资建厂，大力支持河北

东亿达养殖有限公司、河北中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等本土养殖企业发展壮大。经过短短
几年发展，养殖业已初具规模，鸡、猪、
牛、羊养殖场“遍地开花”。目前，全县共有
部级标准化示范养殖场 4家、省级标准化示
范养殖场4家、规模养殖场76家。

多年来，景县养殖业与种植业均生产比
较单一，走出去的多，就地转化量小，没有
向农产品精深加工方向延伸。近年来，该县
在提升种养业规模基础上，打造了优质谷子
集群、专用高粱集群、专用葡萄集群、精品
蔬菜集群、优质生猪集群、优质蛋肉鸡集群
等六大特色产业集群，大力发展东亿达公司

肉蛋鸡屠宰加工及冷链物流、沃霖公司果蔬
加工及冷链物流、兴丰农民合作社和润达农业
园区杂粮精深加工等农业产业化项目，延伸产
业链条，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让农业上
长出工业来，实现了全产业链增值增效。

同时，该县着力发展品牌农业，加强商
标和地理标志性品牌建设，做优做大“千速
园”鸡蛋、“弘巨”苹果、“方圆”蟠桃、“景
泓苑”黑蒜等品牌，全力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愿景成珍”，捆绑提升农产品的知名度、美
誉度。截至目前，全县农产品注册商标达 30
多个、认证有机食品4个、绿色食品6个、无
公害食品16个、高端精品品牌1个。

着力拓宽发展路径，农业结构调整实现新突破

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传统生产方式，是制约农业结
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景县转变
经营理念，打破固有传统经营方式，充分发挥龙头企
业、流转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在农业结构调
整上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该县不断加大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力度，推动生
产要素向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优化配置，培育壮大了龙
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一批新型经营主
体。目前，全县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9
家、现代农业园区 12家、农业专业合作社 33家、家
庭农场48家。

该县还通过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统防统治等多
种形式，统一种养品种、统一生产资料供应、统一技
术指导、统一社会化服务、统一收购，引导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实现了从生产性单一服务环节向多环节以
及全程社会化服务转变，大大提高了农业组织化水
平，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便利条件。目前，全
县共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110家，托管土地总面积
达 40余万亩，机耕、机播、机收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到总面积的93%以上，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面积达到
总面积的 78%以上。特别是在今年秋收秋种过程中，
连续的降雨天气带来不利影响，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在农机调度、抢收晾晒、适期播种等方面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确保了颗粒归仓和及时播种。

位于景县连镇乡的河北东亿达养殖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饲料加工、蛋鸡养殖、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省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该公司联合中宁公司、东

民养殖合作社、嘉亿家庭农场等 11家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组成东亿达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合同制、
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及养殖托养等方式，与农户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在打造粮饲兼顾、农牧结合、循环发
展的新型种养结构前提下，运用工业化方法、市场化
手段，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扩宽增收链，构建
生态链，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前，该联合
体已辐射带动周边农户达 6200多户，促进农户户均
增收 2000多元。连镇乡农业产业强镇项目入围全省
农村产业融合十大典型发展案例。

近年来，景县积极推广“公司+基地+协会+农
户”的“四位一体”生产经营模式，引导龙头企业与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组成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纳入现代农业
产业链条，实现规模经营、集群发展，健全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加快农业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步伐，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景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做法得到了上级部门的
认可与支持，先后承担了国家级、省级重点研发课题
30余项，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统防统
治百县、低平原粮食作物绿色生产示范基地县、科技
部“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示范县、农业农村部农
业产业强镇项目县，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示范县、省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去年以来，全省农机双控机制建
设现场观摩会、全省季节性休耕区谷子高效生产技术
培训会、全省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等多个省市会议先
后在景县召开。

着力完善经营体系，农业结构调整实现零障碍

河北东亿达养殖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工人忙着分拣鸡蛋。

景县后留名府乡辛庄蜜桃。

景县景州镇马天乙村玫瑰香葡萄。

景县连镇乡陆庄大棚种植的生菜。

景县连镇乡赵集村大棚种植的哈密瓜。

景县令贵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晾晒金银花。

景县马路村村民展示成熟的谷子。

景县青兰乡韩堡定村小米椒。

景县青兰乡益联合作社农民在搬运刚采摘的树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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