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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县畜禽、水产和特种养殖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县政协第二调研组

根据县政协统一安排，第二调研组先后深入到马良镇、

寺坪镇、城关镇、黄堡镇等地开展调研，实地查看了部分畜

禽、水产及特种养殖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运行管理情况，

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一、运行特点

据调研统计，全县共注册成立畜禽、水产和特种养殖龙

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 148 家，其中：畜禽养殖龙头企业 8 家，

专业合作社 109 家；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14 家；特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 17 家。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一）辐射带动效应初步显现。部分龙头企业和专业合

作社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与农户股份合作、产销衔接、保护

价收购等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探索公司+基地+农户、公司

+合作社+农户等多种生产经营模式，辐射带动农户发展，实

现企业增效、农户增收目标。南河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吸纳

112 户群众入社发展，累计向社员分配红利 900 余万元，带

动 23 户贫困户实现持续稳定增收脱贫，成为国家级示范社；

寺坪龙凤村兴伟养殖专业合作社代养与寄养结合，与农户结

成利益共同体，降低农户养殖风险，保证农户利益最大化。

（二）创新发展能力有所提升。康润食品有限公司引进

全自动化屠宰生产线和温控设备，建设标准化生猪屠宰和冷

库储藏车间，走现代化生产经营之路；寺坪镇蒋口村养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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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户黄先宝探索养、沼结合模式，循环利用畜禽粪污，为 24

户农户提供清洁能源；店垭镇部分养殖专业合作社推行异位

发酵床粪污处理技术，实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马良养殖

大户张飞宇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适时调整养殖结构，有效规

避养殖风险，自去年底市场下行以来没有出现亏损。

（三）市场开拓意识不断增强。南河渔业主打生态养殖

品牌，与北京、西安、成都等大型水产市场建立长期稳定产

销关系，每年上百万斤鲜鱼抢购一空；富襄公司主打神农麻

鸭品牌，成为绝味食品原产地标识，使企业重现生机；寺坪

大畈养殖户龚光明主打放养小黄牛品牌，通过网络与武汉一

家公司建立供销关系，每斤牛肉卖到 40 元，高出当地市场

价 8 元左右；马良顺成小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主打清水虾品

牌，通过土地流转建设 300 亩养殖基地，开塘第一批虾就卖

了 18 万元，预计全年产量可达到 15 万斤，实现销售收入 260

万元。

二、存在问题

（一）先天发育不全，抵御风险能力不足。少数龙头企

业和专业合作社在成立时，盯的是国家政策，一旦政策落空、

银行断贷，就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原动力；少数地方为应对精

准扶贫考核验收，盲目成立合作社，《章程》照搬照套，除

了一枚章子和一块牌子外，既无经营场地，也无管理人员，

“一个口袋”就能装下整个合作社。据调查，全县注册成立

的 148 家畜禽、水产和特种养殖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目

前运行的不到三分之一。

（二）规范管理不够，承接政策能力不足。调研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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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部分畜禽养殖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面临资金、技术、人才等诸多压力，迫切期望得到政府

支持；但同时这些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承接政策和金融支

持能力又比较弱，在经历市场波动和银行断贷后，陷入发展

困境，得不到金融支持。说到底，还是少数龙头企业和专业

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据调查，县政府出台《扶持壮大新型

经营主体助推产业精准扶贫工作行动计划》、《新型经营主体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奖扶意见》后，全县 148 家畜禽、

水产和特种养殖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仅有野花谷蜜蜂养

殖专业技术协会、鸿兴园大山寨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3 家获得

奖扶资金，其他均因自身发展不规范等因素丧失政策机遇。

（三）利益联结不紧，辐射带动能力不足。我们调研的

畜禽养殖企业中只有 2 家与农户建立了利益联结，且辐射带

动能力较弱。比如：富襄公司虽拥有 100 万只麻鸭养殖规模

和年屠宰 1500 万只肉鸭生产线，仅带动后坪镇 1 户农户养

殖麻鸭 15000 只，公司主要基地却在宜城和南漳，对我县带

动不够；澳立生物公司虽建有年产 3000 吨规模的现代化蜂

蜜加工生产线，由于辐射带动的产业没有达到相应规模，从

未满负荷生产。同时，目前基本运转的专业合作社规模都不

大，吸纳农户入社发展的能力不足，经不住市场考验。

（四）生产方式不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据调查，我

县畜禽、水产和特种养殖龙头企业多数以初加工为主，属于

资源型、原料型、趋同型，一方面缺少规模型、科技型项目

支撑，集聚功能、带动效应不强；另一方面，缺乏对产品研

发、品牌创建、技术创新、人力开发、资本市场的认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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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能力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长远发展。比如：

澳立生物公司产品结构单一，科技含量较低，资源利用不够，

品牌创建不力，发展陷入困境。同时，我县畜禽、水产和特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牵头人整体素质不高，缺乏先进生产经营

理念，抱团发展的意愿和默契还没有完全达成。

三、对策建议

（一）加强指导服务，提高经营水平。要强化“扶持农

业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思想共识，加强分类指导，对市场

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综合效益高的企业支持做大做强，对

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存在的

“僵尸企业”，引导其通过嫁接重组、资源整合，逐步走出

困境。要支持和引导企业转变经营理念、加强人才培养、创

新发展模式，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经营水平，增强

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

（二）加强政策支持，增强企业活力。要研究出台有关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品牌发

展战略等政策措施，通过政策扶持、市场推动，实现政府与

企业有效衔接、良性互动。要鼓励引导企业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银企融合对接，协调金融、科技等相关机构创新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式，满足农业龙头企业资金需求，提高企业研发

自主性和发展积极性。

（三）加强品牌建设，不断拓展市场。要鼓励农业龙头

企业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优化种养结构和产品结

构，开发新产品，创建新品牌，支持开展“三品一标”认证，

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提高产品知名度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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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影响力。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走出去开拓市场，引进资金、

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探索多种市场营销模式，支持

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建立面向行业和产业集群的独立电子商

务平台，促进产业链与电子商务协同发展。要推进农超对接，

引导超市投资农产品基地建设，建立更加稳定的产销关系。

（四）加强正面宣传，营造良好环境。要营造企业家权

益保障、干事创业、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社会环境和市场

环境，正面宣传企业家为保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鼓

励企业家理性投资、适度扩张、诚信经营，对企业依法经营

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失败，多一些客观评价，多一些包容理解，

增强社会认同，提振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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