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INFORMATION

16

2024-11-18���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吉丽君 制作 吉丽君 电话：

0351-�4132512

商海拾贝

新业态新赛道活力无限

或许你无法想象，某一天你在餐桌

上吃到的大米只是“大米的形状”而不

是大米本身， 它可能是玉露香梨大米、

贝贝南瓜大米、羊肚菌大米或者其他药

食同源大米，而这样的深加工产品目前

已经上市。

“我们的 3D 大米，是将融合物和大

米粉复配后通过 3D 技术打印成大米的

形状，这样做成的大米既能饱腹又含有

融合物的营养和特性。 我们的技术核心

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原材料的预处理部

分，运用生物发酵技术，将融合物通过

特定的菌种进行发酵，做成速溶的发酵

粉， 其二就是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成

‘大米’。 ”

在大赛决赛现场，农产品加工赛道

参赛者、山西玉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王

奎一开口，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他带

来的项目是“功能性 3D 复配大米”。 他

的公司是一家集生产、研发、销售于一

体的高端食品深加工企业，目前能生产

3D 水果大米、3D 蔬菜大米和 3D 药食

同源大米等 20 多种复配大米， 其中 3D

食叶草大米、3D 玉露香梨大米和 3D 蛹

虫草大米已经上市。

山西省是谷子主产区，年种植量 350

万亩以上，总产量 80 万吨左右，小米加工

业比较发达， 加工副产品小米米糠产量

在 20 万吨左右，几乎全部用于饲料行业，

但是小米米糠的价值远不止于饲料。 在

赵岩伟带来的“小米米糠深加工项目”

中，以小米米糠为原料，通过先进的前处

理工艺，确保原料的纯净和稳定。 随后，

采用压榨和亚临界萃取技术， 高效提取

出油脂成分。 在此基础上，项目进一步运

用油脂深加工技术， 对油脂进行精炼与

提纯，最终生产出高品质、高营养价值的

食用油， 制油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小米

米糠饼或粕， 则继续发挥其作为优质饲

料的价值，实现资源全面利用。 该项目获

得了农产品加工赛道的一等奖。

在决赛现场，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二

级巡视员魏振兴表示：“这次大赛旨在以

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为目标， 推动加

工产业涉及的设施、装备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转换，提高产业效益、企业收

益和农民利益。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就是

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中央厨房、预

制菜、直播直销、亲子研学等新产业新业

态，增强农村自身发展能力。 ”

提效益增收入助力振兴

本次参赛项目中，有的已经是成熟

产业，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发挥了

提升农业效益、带动农民增收的作用。

“小榛子大产业” 是山西榛实农林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荣获综

合赛道一等奖。 作为山西省最早、规模

最大的榛子种植基地，公司掌握最新的

生产技术 、修剪管理技术，推广种植面

积不断扩大， 系列产品不断更新。 2018

年以来，公司采取“企业 + 基地 + 农户”

的形式，带动古交市 9 个乡镇大果榛子

种植面积达到 7000 亩， 种植的“达维”

“玉坠”和“辽榛 3 号”3 个品种被列入全

省优良经济林品种目录。“近几年不断

推动我省榛子产业发展 ， 辐射带动 7

市、11 县果农种植大果榛子 1000 多亩，

引领全省榛子产业向规模化、 规范化、

品牌化发展。 ”项目介绍人闫昊说。

山西晋龙诚锋牧业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带来的是“智能化鸡场农村创业项

目”。 公司鸡场实现全自动化生产，饲料

电脑配比营养均衡 ， 鸡蛋自动分拣装

箱。 鸡粪深加工成优质肥料热销全国。

生产过程实现循环经济，提升农产品品

质，为农民增加了收入 ，同时改善了环

境，实现经济生态双赢。

“我们的项目涉及蔬果、杂粮、特色

中药、工程绿化、农旅产业等行业。 2011

年至今，创建各类农业基地 9 处，完成投

资 5300 余万元， 管理土地 1000 余亩，有

机旱作改造面积 500 余亩。 预计 2026 年

年销售收入 1200 万元， 增加村集体年收

入 30 万元以上，新增各类就业岗位 60 余

个，降低蔬菜大棚整体运营成本 20%。 增

加农产品供应量 30%-50%。 ”美好之家东

冶头农旅产业园项目演讲人张潇亚讲述

了自己公司以“低空经济 + 农旅项目 +

净菜加工 + 数字农业种植养殖” 为主体

的综合循环农业开发项目。

专家评审组组长、 山西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陈树俊表示，参赛代表充分

展示了项目的创新性 、成长性 、可持续

发展、投资价值、社会效益等内容，有的

还巧妙融合了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为

传统农业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扶上马送一程”提供保障

无论是深耕生态农业、打造乡村旅

游新名片 ， 还是传承与创新手工艺文

化，每一个参赛项目都凝聚着创业团队

的智慧与汗水，承载着对美好乡村未来

的憧憬与期待。

为支持更多新农人返乡就业创业，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作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

制机制 ”的重大部署 ，统筹推进教育科

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农业农村部

召开高层次青年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

坚持“引育留用”协同发力，以高层次青

年人才为引领，建强农业农村系统青年

人才队伍。 山西省也制定了高素质农民

培训 、高学历人才奖补 、农村实用人才

“头雁”项目培育等计划，多方面为新农

人创业就业提供支持和保障。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也是农村

创业创新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 山西

省分行积极支持我省“特”“优 ”产业发

展，推出了“晋品 e 贷”“增信贷”“智慧

畜牧贷”等“三农”特色产品，同时持续

进行产品创新， 接连推出“惠农 e 贷”

“助业快 e 贷”“小微 e 贷”“链捷贷 ”等

一批线上产品，充分满足各类新型经营

主体的融资需求。 其中“智慧畜牧贷”是

山西省同业首家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

生物活体抵押创新的特色产品，已投放

贷款 5.2 亿元，实现县区全覆盖。“晋品

e 贷”对晋粮、晋肉、晋菜、晋果、晋药、晋

酿六大产业的支持已达 110 亿元。 数字

乡村云平台，将金融产品和服务内嵌到

农户生产生活日常中， 提供集党建、乡

村治理、农业生产、农民生活、金融便利

化于一身的综合化信息服务，推动科技

与金融服务一体化输出。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副行长李

立新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农业银行山

西省分行扎根三晋大地 ，始终胸怀‘国

之大者’，持续增加‘三农’县域金融供

给 ，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 、精深加

工协同发展，10 月末， 县域贷款余额突

破 1600 亿元， 农户贷款已达 240 亿元，

普惠成果惠及 20 万农户和近 5 万家企

业。 此次大赛所涌现出的优秀创意，展

现了新时代农民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也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

思路和方向，我们将为项目落地提供专

业支持和坚实保障。 ” （王秀娟）

乡村创业天地宽

———聚焦

2024

“山西省农村创业大赛”

培育农村创新创业人才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近日，

以“创业推动发展，加工提升效益”为主题的山西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太

原举办。 自

2017

年启动以来，大赛已连续举办八届，累计吸引了

478

个项目

参与，

212

个项目荣获奖项。 通过这一平台，发掘了一群拥有创新思维与实

践能力的新型农民，孕育了一批运用新技术、探索新路径的优质项目，让创

业创新在山西省乡村热土上展现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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