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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誉产业化的“多赢”模式
“公司+基地+标准化养殖场”模式，紧抓国际市场同时还将渐增国内供给份额

本报记者 张婧婧

“要想形成一条龙的企业，就首
先得有稳定的鸡源，这就需要将养殖
户变成产业化链条中的一环。”山东
华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青超
说，“公司+基地+标准化养殖场”的
养殖方式促进了家庭养鸡业向标准
化、规模化快速发展。

华誉，集种禽繁育、鸡苗孵化、肉
鸡饲养、蔬菜生产、饲料生产、肉鸡加
工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
团，辐射东营周边4个市、8个县区、39
个乡镇，带动5500多户农户种养致富，
并成为全市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之一。

提高熟制品生产比例

增加附加值

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王青超表示，
要在原来冻分割鸡产品的基础上，逐步提
高熟制品生产的比例，“熟制品不仅仅走
出国门，供应国际市场，还应渐渐增加国
内的供给份额，这也是增加产品附加值，
企业产品形成多样化的一种方式。”据介
绍，2012年开工建设的5000万只家禽加工
项目目前已经封顶，该加工项目也是为增
加国内的份额奠定基础。

而生产熟制品也早已开始。于春光介
绍，在20世纪初出现禽流感时，日韩等部
分国家一度抵制中国的冻分割鸡产品，为
了抵御技术壁垒，公司开始涉足熟制品，
并先后通过了日本禽肉类热加工和偶蹄
类动物肉热加工企业注册，在2004年通过
了日本35家对日热加工企业注册。

于云亭称，在将来，公司要在原来传
统产品上加大熟制品种类及口味的研发，
如高温灭菌等开袋即食产品等，由工厂化
的冷冻产品向常温保存的即食产品有所
侧重，直接走向超市甚至市民的餐桌。

为保障食品安全，肉鸡产品的可追溯
性也成为公司长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王青超说，通过包装袋上的条形码，每
批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养殖场或养殖户，

“未来甚至在这批鸡的生长过程中，吃的
饲料、用的药、屠宰及加工的每个过程的
细节都可以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此外，自2001年起，公司决定多元化
发展，在鸡肉产品的基础上，拓展了草莓、
胡萝卜、大蒜、绿菜花等蔬菜出口业务，

“由于中东、沙特等地区气候闷热干旱，部
分蔬菜不适合生长，出口这块业务也算是
扩展其他的增长点。”集团蔬菜加工厂厂
长秦效炜说。

公司最初定位就不离“产业链”
辐射带动周边5500多农户致富

“你现在看到的这排浅黄色小平房就是公司最初
的办公区域，董事长当时就在这个办公室。”山东华誉
集团有限公司熟食加工厂厂长于春光指着小平房中的
一间说，虽然后来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办公楼在
厂区林立，但是当初的办公区域依然保持原来的样子。

现在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于云亭和于春光都在华
誉建厂之初来到公司，是公司的元老，更是和华誉一起
成长的人。于云亭说，公司建于1988年，前身是个乡办
企业，有一个肉类加工厂、一个畜禽良种场。

于云亭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企业如雨后春笋般
冒出来，对鸡肉的需求呈直线增长趋势，周围群众开始
转变产业结构，纷纷把种粮换来的收入投入到养鸡上，
曾掀起一个庭院饲养热潮，“不过作为以务农为主的农
民也只是在忙完农事后进行散养，形不成规模，而当
时，美国等多个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养殖场、屠宰场、加
工厂等完整的产业链。”

“要形成完整产业链、‘一条龙’发展，就首先得有
稳定的鸡源，这就需要将养殖户变成产业化链条中的
一环。”公司副总经理王青超说，建厂后不久公司就提
出了“投资公司化，经营个体化”的经营策略，也就是公
司投资建基地，农民承包搞养殖，发展“订单”养殖业。
统一供雏、供料、用药、防疫和屠宰，公司逐渐形成了

“公司+基地+农户”的养殖方式，促进了家庭养鸡业向
标准化、规模化快速发展，也走出了一条双赢甚至多赢
的发展模式。

花官镇雒家村的雒文学就是搭上这班车的养殖户
之一。雒文学说，随着给华誉供应合同鸡的养殖户增
多，村子划分成养殖小区，他也在2006年上了3 . 5万只鸡
苗，并在2012年自建了3个标准化饲养大棚，养殖规模达
到了6万只，“而散养时每家最多养三五百只。”

“感受最大的就是养殖方式和环境的改变。”雒文
学说，一开始是直接在地面上养，每批鸡出栏才能除
粪，潮湿就容易得病，后来发展成网养，现在是立体笼
养，不仅养殖规模翻了一番，鸡的上料、饮水、温度及消
毒方面也有了统一标准，鸡的质量就有了保障。

“从家庭散养到为华誉养殖合同鸡，再到根据公司
要求自建标准化养殖场，可以说当初我们这些地地道
道的农民变成了‘土专家’，甚至是‘企业经营管理者’，
养殖也不再是副业，而是成了专业化、工厂化的模式。”
雒文学说。

2012年，在公布的第五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中，华誉榜上有名，成为全市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之一。辐射东营周边4个市、8个县区、39个
乡镇，带动5500多户农户种养致富。

积极走出去、发展外向型经济
“华誉”享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乡办企业到集种禽繁育、鸡苗孵化、肉鸡饲养、
蔬菜生产、饲料生产、肉鸡加工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综合
性企业集团，华誉集团的迅速发展除了得益于最初全
产业链的定位，更得益于积极走出去、发展外向型经济
的战略布局。

于春光说，在建厂之初，公司每天加工量只有2000

只，冷库也仅100吨的规模，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逐渐增
加到200吨、500吨，销售面也由最初的油田单位和齐鲁
石化，开始向地方企事业单位和省内批发市场拓展。

“1996年，公司搭上了股份制改革的快车，企业改
制后两个厂合并成立东营市华誉实业集团，随后在
1997年组建了年加工1000万只的出口商检车间及配套
1000吨冷库。”于春光说，不过内部消耗有限，如何将产
品送出国、获得更大的利润被提上了日程。

然而，“走出去”并非易事。于春光说，最关键的环
节就是标准化国际认证，公司先“曲线救国”，给青岛肉
蛋品进出口公司代加工，再通过其出口，“例如，中东的
冻分隔鸡产品、日本熟食都是公司的出口产品。”

1998年，公司筹建了青岛分公司，取得了自营进出
口权，华誉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有了“通行证”。不过于春
光说，由于不同国家间的标准、条件不一，通过进口国

的国家注册，公司当时也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于春光回忆，最初向省检验检疫部门递交进口国

国家注册的申请后，省局预审时提出工厂的某些硬件
不达标，“我们当晚就找来了几家建筑公司，忙活了一
个通宵过后省局再审查时，就完全符合标准，当时省局
也觉得不可思议。”

1998年，公司通过南非注册，并迎接了阿联酋、马
来西亚注册，步入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目前，华
誉集团出口肉鸡加工通过了日本、南非、沙特、斯洛伐
克、韩国等国家注册，产品出口到欧盟、东南亚等20多
个国家和地区。

在“走出去”开拓国外市场的同时，集团两条腿走
路，2003年集团成为肯德基的专门供应商，供应肯德基
北京、南京、成都、重庆、武汉五大配销中心冷冻产品，
供应潍坊、青州、淄博等24个店的冰鲜原料。此外，集团
与麦当劳、国内熟食巨头双汇、金锣和雨润也有密切的
合作。

“华誉”商标被认定为山东省著名商标，在国外20

多个国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让公司的产品彰显了
竞争优势，出口市场进一步扩大，拉动了集团整体效益
的提高。

肉鸡屠宰流水线。(照片由山东华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农村一二三产业要融合发展，要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需要靠也只能靠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因此，农业龙头企业业的
现状、发展历程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显得尤为重要，对农业产业化发展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由于自身的优势，加上超前的布局，东营目前已有一大批国家级、省级农业龙头企业。而东营对农业龙头企业的关注及及为
这类企业发展提供的助力，充分展示了东营农业部门对农业产业现代化的重视，也在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营造更加有有利的
条件和环境。

在不断发展的形势之下，在企业不断扩张发展的过程之中，每一家企业都有着执着的坚持，并经历过或经历着独特的故故
事。为此，本报即日起推出“访龙头企业，树品牌农业”系列报道，对东营部分重点龙头企业进行探访，以期对东营市市农业产业
化展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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