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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大有可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

刻阐明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地位，饱含着对农业农村美好未来的殷切

期许。

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指导下，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农业科

技创新步入世界第一方阵，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显著，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更加完善，为农业产业大步向前、农业增产增效夯实了基础。

科技给农业带来的革命是颠覆性的，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正在为智

慧农业、精准农业、绿色农业持续赋能。在本期报道中，这一幕正通过各种鲜活的姿态在我们

面前徐徐展开，在 2024 中国国际农机展上，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农业装备正以昂扬的姿态从世

界潮流的追随者实现弯道超车，逐渐成为行业的引领者，推动着我国农业机械化从粮食作物到

经济作物，从平原地区到丘陵山区，从产中到产前、产后全产业链，实现了全面、全程发展。

庞大的产业体系支撑着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在一个展览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山东

烟台，支撑起千亿级产值的预制菜产业的是一批优秀预制菜企业，他们不断从品种、养殖、屠

宰、加工、物流等全产业链实现科技突破，使得小小一盘“菜”成为乡村振兴中最具代表性的

新质生产力。再看湖北刘仁八镇的栀子黄产业，也从最初的依靠人工逐步发展到依靠技术手段

实现路通、水通、电通，加快发展产业机械化、电气化，并瞄着智能化、数据化、精准化的目

标加速跑，灌溉有水肥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运输有山地轨道车，未来还有采摘机器人、智能

化烘干设备……一朵小花也是一幅农业现代化的图卷。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在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通过多种形式将分散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上来。要及时总结、充

分吸收各地农村探索出的好办法、新路子，鼓励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进一步解放

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发展质效。用好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农业新质生产力正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文︱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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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链式发展 
烟台预制菜铺就千亿赛道
文︱李昕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备受瞩目的 2024 烟台国际

食品（预制菜）产业博览会暨 2024RCEP 国际食品产业合

作交流会（以下简称“食博会”）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隆

重举行。

本次食博会以“聚力链式发展，创新引领‘味’来”

为主题，按照打造“展 + 会 + 活动”多元服务平台的工作

思路，采取“1+2+4”模式实施，即 1 个大型展会、2 个

大会和 4 项配套活动。展览面积达到 1.26 万平方米，设置

了 7 个专题展区，全面展示了烟台市食品预制菜产业的发

展成果。据悉，本次博览会共吸引 6.5 万人次观展，全国

10 多个省份的 400 余家食品企业、专业客商参会，专业采

购商 5000 人，现场达成意向成交金额 3.21 亿元，共有 80

家企业与全国采购商签订供货协议，签约金额 2.7 亿元。

烟台食品产业基础雄厚

烟台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连续六届获“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这里物产资源丰富多样，素有“山上瓜果

飘香、地下黄金万两、海里鱼虾满仓、文化源远流传”的

美誉，盛产海参、鲍鱼、对虾等海珍品，烟台苹果、大樱

桃、莱阳梨久负盛名，烟台苹果品牌价值 158 亿元、连续

15 年蝉联中国果品区域品牌价值榜榜首，葡萄酒产量占全

国的 1/3、是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葡萄酒城”，2023 年

烟台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1312.9亿元、居山东省首位。

在活动开幕式上，烟台市委副书记牟树青在致辞中介

绍，烟台农业产业基础雄厚，精心布局了苹果、食用油、

粉丝、预制菜等“6+1”产业集群，烟台苹果、肉鸡、大

花生产业入选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集中打造了莱

阳、招远、莱山三大园区，先后培育了鲁花、龙大、张裕

等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 417 家，其中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110 家、农字号上市企业 15 家；总投资 103.4 亿

元的 86 个食品产业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烟台涉农创新资源集聚。近年来，烟台市积极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对接合作，建成胶

东半岛果树产业研究院等市级以上涉农创新平台 6 个、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 个。特别是围绕预制菜产业发展，

专门成立了产业创新研究院，落户了国家蔬菜加工专业分

中心等省级以上研发中心 10个，攻克了果蔬类、肉品类、

水产类“营养设计”“精准复热”等多项技术。

“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国食品名城’‘中国绿色食

品城’双城之城，食品精深加工是烟台重点打造的 4 个千

亿级产业之一，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地位重要、作用突

出。”牟树青表示，此次博览会以“聚力链式发展·创新

引领‘味’来”为主题，搭建起了展示交流、洽谈对接的

良好平台，必将助推烟台食品产业向高端化、特色化、品

牌化迈进，为全国预制菜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预制菜产业是提升农产品价值、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的朝阳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副厅长杨武杰在致辞中提到。山东是全国重要农产品生

产、加工、出口基地，具有发展预制菜的良好基础。

2023年，山东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1.25万亿元，

粮食总产连续 3 年突破 1100 亿斤，蔬菜、水果、肉蛋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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