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鹤政发〔2022〕10 号

鹤岗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鹤岗市生物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 17 届 6 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将《关于加快推进鹤岗市生物

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鹤岗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4 月 26 日

关于加快推进鹤岗市生物经济

发展的实施方案

为促进我市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我市一流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充

分发挥生物经济在实现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围绕做强生物医药、

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生物医学工程等生物经济产业，



提升生物安全保障能力，依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十四

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黑政发〔2022〕10 号）和《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支持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

通知》（黑政办规〔2022〕13 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发展基础

（一）农牧渔业。2020 年，全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达到 797.1 万亩，

粮食总产量达到 63.4 亿斤，年产秸秆近 450 万吨。奶牛存栏量、肉牛饲养

量、生猪饲养量、禽类饲养量达到 0.5 万头、4万头、100 万头和 5500 万

只；肉、蛋、奶产量达到 18 万吨、1.8 万吨、1.7 万吨。渔业放养面积稳定

在 7.2 万亩，名特优养殖面积 4.3 万亩，稻田综合种养面积达到 34 万亩，

水产品产量预计达到 1.25 万吨。

（二）北药种植业。2020 年，市域内中药材种植面积 7.15 万亩，其中

萝北县 4.88 万亩（萝北县各乡镇 0.23 万亩、萝北林草局 1.75 万亩、鹤北

林业局 2.9 万亩）主要以林下种植刺五加、白鲜皮、五味子、苍术、人参等

为主；绥滨县 1.55 万亩，主要种植品种以紫苏、玉米套种柴胡、大豆套种

菟丝子为主；东山区辖区内 0.67 万亩（东山区 0.43 万亩、林草局 0.24 万

亩）主要以种子种苗繁育为主，主要繁育品种有射干、苍术、防风等品种，

规模化种植品种白鲜皮、五味子；兴安区 0.05 万亩，种植品种以人参为主。

中药材种子种苗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面积达到 3000 亩以上，具备种子种

苗繁育资质的企业有黑龙江省正和丰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黑龙江北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2020 年，种苗繁育达到 800 万株以上。

中药材展示园 6处（萝北县各乡镇、萝北林草局），展示园面积达到 3

50 亩以上，展示道地药材品种 22个以上。



（三）产业发展。目前，我市生物产业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主要有年产

1万吨木糖、40万吨食用酒精、生物质发电（总装机 11.1 万千瓦）、北药

种植（面积 7.15 万亩）、生物有机肥等，正在建设的项目有紫苏深加工,正

在谋划的项目有兴泽集团 40万吨燃料乙醇、中海油华鹤腐殖酸复合肥、大

禾纤维素植物源黄腐酸、丰升利生物有机肥、经纬灵芝种植及深加工等项目。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紧抓黑龙江省关于支持生物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机遇，

优化我市生物经济发展空间布局，推进我市发展北药种植基地，打造北药集

散地和医药产业基地。立足鹤岗市的资源优势和地域优势，充分发挥生物产

业在实践科学发展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性带动作用，正确处理好资源、

环境保护与加快产业发展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坚持以

资源为基础、市场为导向、科技为支撑、企业为依托、效益为中心、制度为

保障，发挥优势，突出重点，调整结构，合理布局，鼓励创新，坚持走“特

色化、规划化、集约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延伸生物产业链；举全市之

力，做大做强鹤岗市生物产业，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二）基本原则。

1.科技先导，创新先行。以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为重点，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品和技术为核心、产学研结合

的创新体系。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生物技术和生物产品的产业集群，应用

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生物技术与特色生物资源的有机结

合，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我市生物产业的整体水平。

2.发挥优势，突出重点。积极拓展市场空间，充分发挥市场对产业发展

的引导作用。立足鹤岗市生物科技产业园区，超前谋划，坚持有所为有所不

为，选准生物产业突破口和关键环节，突出抓好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



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和产品，努力在生物制造、生物农业等重

点领域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突破性进展。

3.开发合作，集聚发展。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两种资

源、两个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的合作，提高鹤岗市生物产业国际化、

现代化水平。借鉴国内外生物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整合生物产业资源，避

免产业同构和恶性竞争，在我市生物科技产业园区营造生物产业发展的适宜

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污水处理厂，通过以经纬生物科技集团为核心，发挥

示范作用，促进全市生物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4.统筹规划，协同发展。着眼于鹤岗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循环经济的

战略需求，加强传统生物产业的龙头企业与原料基地一体化建设，依靠科技

进步，推进传统生物产业优化升级；将现代生物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

行超前谋划、合理布局，力争在生物产业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实现传统生物

产业和现代生物产业的协同发展。

（三）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10 万亩，突

出重点品种建设人参、五味子、紫苏等中药材种植基地 10 个以上。加快野

生扶育进度，建立道地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 4个，繁育品种主要有北苍

术、五味子、刺五加、紫苏等，种子种苗繁育面积达到 5000 亩。建立中药

材科技示范园 1-2 个，以点带面提高中药材种植水平。依托资源优势持续推

进东山区种子种苗繁育基地，萝北县太平沟乡、云山镇、鹤北镇中药材专业

乡，萝北县石虎沟村、新跃村、东山区新发村“五味子”专业村，萝北县林

草局林下参、紫苏种植，鹤北林业局野生扶育刺五加基地建设，单品种种植

（野生扶育）面积达到 2000 亩以上。同时，鼓励企业开发中药材加工项目，

重点提升黑龙江省正和丰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黑龙江北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加工产品科技含量，建立可生产中药材颗粒、提取等相关工艺，拟建中药



材药食同源加工车间和实验室，研发中药材代用茶等产品，如：蒲公英颗粒

茶、高钙茶、中药材提取物等，提高生物研发水平和产品附加值。支持萝北

口岸创建中药材进口边境口岸，规划建设跨境中药材加工产业集群，打造对

俄北药集散地。

到 2025 年，立足我市特色和比较优势，加大科技创新，调整优化生物

产业、产品结构和区域布局，延伸拓展产业链，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基本实现我市生物产业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将宝泉岭工业园

区打造为支持生物产业发展的特色园区，努力把市生物科技产业园区打造成

为年产值 20亿元的省级生物科技产业园区。

三、主要任务

（一）发展北药种植基地，打造对俄北药集散地。发挥我市气候类型多

样、物种资源丰富等优势，以及地域特点，统筹规划北药种植基地建设，打

造对俄北药集散地。重点培育人参、紫苏、五味子、灵芝等，到 2025 年中

药材种植基地预计达到 10个以上，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预计达到 10万亩，

建立道地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 4个，繁育面积达到 5000 亩，建立中药

材科技示范园 1-2 个，将我市打造成黑龙江东部最大对俄北药集散地。（牵

头市领导：杨秀波、王书玲。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市场

监管局、市林草局、萝北县人民政府、绥滨县人民政府、东山区人民政府、

鹤北林业局）时限要求：2025 年底。

（二）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高地。推进生物医药发展，

重点扶持基础好、潜力大、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加工企业，引进先进生产工艺，

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加快中药材企业工业智能化、数字化建设。鼓励集成创

新和技术创新，推动中药颗粒、成药生产工艺流程的标准化、现代化。支持

中药骨干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开发中药材新品种及传统配方，积极培育三精、



双兰星、未名天人等中药企业向产业高端迈进。推进蟾宝生物制药蟾蜍提取

生产线、中药饮片生产线建成投产，配套建设 100 公顷蟾蜍养殖及生物制药

一体化示范基地。支持哈药三精、国药双兰星等知名药业企业不断扩大市场

占有份额，力争将哈药三精、国药双兰星培育为 5000 万级医药企业。同时

通过产品研发升级，建设“妇科十味片”项目，将国药准字 Z20054151 妇

科十味片转化为产品上市销售；帮助国药双兰星力争将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标

准由企标变更国标和省标，积极协调哈药三精、国药双兰星总部将附加值高、

具有“杀手锏”技术的产品投放到鹤岗，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牵头市领

导：姜永涛。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卫健委、工农区人民政府、向阳区人民政府）时限要求：2025 年底。

（三）完善园区基础设施，打造生物制造产业集群。支持完善市生物科

技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努力打造成为全省一流生物

科技产业园区。以生物科技为支撑，遵循生物产业发展规律，以优质化、专

用化、品牌化为主攻方向，加强产业规划和政策引导，谋划建设一批可持续

发展的生物循环项目，落户市生物科技产业园区。支持经纬糖醇公司向产业

链高端延伸，推进植物源黄腐酸、纤维素、生物酶制剂、有机肥、不饱和脂

肪酸、聚乳酸新材料等项目生成，将生物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依托鹤

北林业局等地域优质中草药资源，在宝泉岭工业园区规划设置中草药加工板

块，引资建设中草药加工项目，完善中草药种植加工产业链。同时，依托双

汇北大荒肉业、北三峡白羽鸡，绥滨大鹅、水产养殖等，谋划副产品精深加

工项目建设。（牵头市领导：王青伟。牵头单位：市经开区。配合单位：绥

滨县人民政府、萝北县人民政府、东山区人民政府、宝泉岭园区办、鹤北林

业局）时限要求：2025 年底。

（四）加快地域保健品开发，打造寒地特色保健品。



加快培育寒地特色保健食品产业。依托萃元紫苏全产业链项目，打造成

为集一产种植示范、二产精深加工、三产观光旅游、科学研发为一体的紫苏

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完成全透明旅游观光智能工厂，涵盖紫苏博物馆、标

准化全透明GMP车间、检测研发中心、紫苏综合开发利用生产线建设。产

品包括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药中间体等，达到年加工紫苏

籽 1万吨，带动周边种植紫苏。推进寒地灵芝种植及深加工项目。利用木糖

渣生产灵芝菌包种植及灵芝系列产品深加工，以木糖渣为原料做灵芝菌袋生

产加工灵芝，填补省内空白，进而开发寒地灵芝特色保健品。推进耀麒食品

以林下产品开发森林系列食品。（牵头市领导：姜永涛。牵头单位：市卫健

委、市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兴山区人民政府、东山区人民政府）时限要

求：2025 年底。

（五）统筹生物能源协同发展，打造生物能源产业基地。统筹规划域内

秸秆、稻壳、枝丫材等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合理布局生物质能源热电联产

项目建设。支持经纬生物发电、人和生物质发电、和禾生物质发电、盛蕴生

物质发电等适当增加供热面积，积极争取国家政策补贴，确保企业平稳健康

发展。推动基于秸秆气化的热、电、肥联产技术应用，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

能源循环利用综合示范模式。支持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垃圾处理堆肥项目建

设示范工程。开发推广燃烧效率高、低氮氧化物排放的秸秆成型燃料。积极

推进先进生物燃料在市政、交通等重点领域推广应用。推进兴泽集团 40 万

吨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牵头市领导：陈苏。牵头单位：市发改委。配合单

位：市交通局、市城管局）时限要求：2025 年底。

（六）推进生物肥开发利用，打造绿色生物产业基地。积极推广生物有

机肥、腐殖酸、植物源黄腐酸等产品还田、利地作用，实现绿色循环发展，

保护黑土地。推进土壤改良剂项目研发，利用高新生物技术，以特有的微生



物菌群对多种中草药聚合衍生而成复合寡糖。保持与黑龙江省先农科技公司

紧密合作，打造农业服务平台，建立以种植、加工、生产运输一条龙产业链，

实现土壤保护与持续利用。推进中海油华鹤 60 万吨绿色增值复合肥料项目，

从单纯生产低附加值的氮肥产品转化为生产高附加值的高氮绿色增效复合

肥产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牵头市领导：杨秀波、王书玲。牵

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东山区人民

政府、南山区人民政府、兴安区人民政府）时限要求：2025 年底。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生物经济发展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全市生

物经济建设工作，半年召开一次生物经济推进工作会议，及时协调工作推进

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采取“一事一策、一事一议”监督指导各部门

抓好工作落实。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从全省高度主动研究鹤岗市生

物经济产业发展中的有关问题，及时处理需要跨部门协同解决的问题，并按

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生物产业有关要求，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强化政策保障。各成员单位要认真研究《黑龙江省关于支持生物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加大对中小微生物科技企业扶持力度，建立

“保姆式”服务模式，优先对创新创业型企业、试点示范企业给予扶持，促

进各类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建设。

（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党政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人员为重点，

激励干部坚持“跳起摸高”的工作思路，广泛深入地开展招商宣传工作，培

养造就一批懂技术、善管理、熟悉业务的创新人才，充分调动各级干部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四）强化督导落实。各部门要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法，

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责任分工，加强信息报送，定期

向市工作领导小组报送阶段工作总结和相关工作信息。

附件：1.鹤岗市生物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 鹤岗市生物经济实施方案任务分工

附件 1

鹤岗市生物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为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生物经济的决策部署,

积极做好鹤岗市生物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推动鹤岗市生物经济发展，成立

鹤岗市生物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一、组成人员

组 长：王兴柱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陈 苏 市委常委、副市长

王青伟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

杨秀波 市委常委、副市长



韩雪海 副市长

高 健 副市长

姜永涛 副市长

成 员：周继伟 鹤北林业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雷 市发改委主任

尹 波 市科技局局长

李宪国 市工信局局长

王肇才 市财政局局长

杨光辉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袁翔龙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于 浩 市商务局局长

宫志虎 市卫健委主任

谢晓东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彭立刚 市营商局局长

刘宪平 市林草局局长

张全成 市经开区常务副主任

陈少华 宝泉岭园区办主任

高德军 绥滨县政府县长

郝洪山 萝北县政府县长

马荣华 东山区政府区长

王洪江 兴安区政府区长

房 涛 向阳区政府区长

姜明珠 工农区政府区长

李忠辉 南山区政府区长



徐寿波 兴山区政府区长

二、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生物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

府工作安排，统筹推进支持鹤岗市生物经济发展实施意见中的各项工作，研

究审议工作计划、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协调解决有关重大事项、重大问题，

推动全市生物经济创新发展。

三、工作机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

刘雷同志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