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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诸城市委办公室
诸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诸城市加快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街党(工)委、政府(办事处) ꎬ市属各重点片区ꎬ市直各部门

单位:

现将«诸城市加快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印发

给你们ꎬ请各单位结合各自职责ꎬ严格抓好贯彻落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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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诸 城 市 委 办 公 室

诸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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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市加快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近年来ꎬ伴随消费升级、生活节奏加快ꎬ以及速冻锁鲜、冷链物

流、信息网络等技术应用和设施配套不断成熟ꎬ预制菜产业迈入加

快发展轨道ꎮ 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ꎬ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抓好食品安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等指示精神的具体

行动ꎬ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点、融入

双循环格局的突破点ꎮ 为顺应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ꎬ发

挥我市农业产业化和食品加工产业链成熟、预制菜产业基础雄厚

等优势ꎬ加快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ꎬ打造全省乃至全国预制

菜产业发展高地ꎬ现制定如下意见ꎮ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 “数字中国”和

乡村振兴战略系列重要指示精神ꎬ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ꎬ坚

持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福祉ꎬ坚持城乡统筹、三产融合ꎬ以生态种

养、订单农业、基地直供为基础ꎬ以促进预制菜加工企业新旧动能

转换为核心ꎬ以冷链物流体系和高速泛在智慧系统建设为保障ꎬ以

深度占领国内外市场、打造诸城预制菜与餐饮名牌为目标ꎬ努力构

建产业链条完整、技术水平先进、质量标准领先、多层级企业配套、

菜品种类丰富、物流高效协同、销售渠道和网络完善畅通、具有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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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诸城地域特色的预制菜产业体系ꎬ提升预制菜价值链、供应链、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ꎬ为推进全市“五个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引擎、

构筑新高地ꎮ

二、任务目标

(一)近期目标

一年内ꎬ立足诸城市ꎬ在有条件的镇街区建设预制菜种植基

地、养殖基地、消费端样板示范点各 １ 处ꎬ在市区机关事业单位、工

业企业、餐饮场所、医院、学校分别建立预制菜消费端示范点各 １

处ꎮ

两年内ꎬ出台预制菜产品质量标准和行业生产经营规范ꎬ实现

预制菜原料－产品－消费端全流程智能互联ꎬ深耕冷链物流、本地

市场和诸城特色菜品预制化研发ꎬ力求食材生态化、加工标准化、

配送冷链化、全程智能化、行业规范化、产品品牌化等方面取得大

的突破ꎬ实现生态种养基地＋加工物流企业(园区) ＋智慧餐饮消费

端＋大数据信息平台一体化发展ꎮ

三年内ꎬ规上预制菜生产加工企业发展到 ５０ 家ꎻ预制菜生产

加工能力提高到 １３０ 万吨ꎻ年度营业收入到 ２０２４ 年实现 １６０ 亿元ꎻ

八大菜系研发取得突破ꎬ并在大部分企业实现规模化生产ꎻ自营与

合作种养基地遍及全省各县市ꎻ潍坊、全省、全国市场占有率逐年

稳步提升ꎮ

(二)中长期目标

围绕城乡居民的全生命周期和学习、工作、生活需要ꎬ打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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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到舌尖全程可查询、可追溯的全产业链条ꎬ对预制菜上游食材

供应链、中游菜品生产链、下游全场景消费链实施重构ꎬ实现融合

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ꎮ 在省内外部分大中城市实现诸城预

制菜产业技术、标准、业务的推广与复制ꎬ在省内外部分中小城市

复制我市与沙县小吃合作模式ꎬ打造“诸城预制”品牌名牌ꎮ 最终

构建起生产基地覆盖全国的预制菜食材供应体系、诸城预制菜产

品消费端覆盖全国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市场体系以及预制菜产业

链覆盖全国的产业投资体系ꎮ

三、推进措施

依托山东预制菜产业联盟ꎬ整合全省食品加工企业、餐饮协

会、高校科研院所有效联动ꎬ深入实施“一五三五”战略ꎬ即提升一

个平台ꎬ打造五个链条ꎬ做大做强三大品牌ꎬ落实五化保障措施ꎮ

提升一个平台ꎮ 优化提升“润农健康食材供应链”平台ꎬ支持

惠发公司对“润农健康食材供应链”平台进行改造升级ꎬ拓展质量

管理、追溯服务、金融服务、研发设计、信用评价等功能ꎬ打造大数

据支撑、网络化共享、智能化协作的智慧供应链体系ꎬ推进全国布

局ꎬ建设更多区县供应链园区ꎬ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网络ꎮ 通过全

程标准化管理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ꎬ构建生态、安全、营养、便捷、

智慧的预制菜供应链平台ꎮ 鼓励预制菜加工企业以及上下游企

业、基地和消费群体植入该平台ꎬ推进该平台持续扩容赋能ꎮ

打造五个链条ꎮ 一是打通可追溯食材供应链ꎮ 引导预制菜加

工企业与镇街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开展合作ꎬ在全

—５—



市打造预制菜生态种养基地ꎬ通过基地直供的方式ꎬ切实保证预制

菜食材品质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底前ꎬ由农业农村局、畜牧业发展中心

分别负责ꎬ在有条件的镇街区分别建立种植、养殖基地样板各 １

处ꎮ 镇街区要建立土地“蓄水池”ꎬ留足机动土地作为备用ꎮ 注重

发展订单农业ꎬ依法签订合同ꎬ带动农民增收致富ꎮ 鼓励有条件的

企业走出去ꎬ在省内外建设自营或签约预制菜种养供应基地ꎬ支持

外贸、得利斯、惠发、佳士博、华宝、中康、元康等龙头企业先行先

试ꎮ 加快佳乐家生态养殖三期、仙坛白羽肉鸡等重点项目建设ꎬ充

分发挥现有种养基地作用ꎬ加强与国内外头部企业合作ꎬ确保原产

地优质食材可持续供应ꎮ

二是提升全菜品生产链ꎮ 引导预制菜加工企业推进新旧动能

转换ꎬ增加预制菜产能ꎬ加快“机器换人”步伐ꎬ完善农产品初加

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等加工体系ꎬ研发生产有诸城特色的预制

菜品ꎬ３ 年内在八大菜系研发生产方面取得大的突破ꎮ 鼓励中小

企业与头部企业、知名品牌开展合作ꎬ建设产能、智慧、资源等多模

式共享工厂(车间)ꎬ依托品牌溢出效应加快转型发展ꎮ 鼓励技术

创新、设备改造、人才招引、对外协作、资产重组ꎬ促进大中小企业

专业化分工协作ꎬ尽快培育壮大一批预制菜加工领军企业、瞪羚企

业、单项冠军ꎬ打造雁阵形产业集群ꎮ 规划建设规模化、标准化、专

业化的预制菜产业园区ꎬ推动存量食品加工产业园区转型升级ꎬ支

持引导中小企业入园发展ꎬ打造全市新旧动能转换新引擎ꎮ 鼓励

昌城镇作为国家健康食品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加快发展预制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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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ꎬ打造健康食品产业园区升级版ꎮ 鼓励食品加工机械企业做大

做强ꎬ着力开发清洗去皮、切片粉碎、除水烘干、低温速冻、高温高

压等生产设备ꎬ助力预制菜加工企业不断提高生产自动化、产品个

性化水平ꎮ 立足预制菜产业链条延伸做强ꎬ瞄准国内知名企业精

准招商ꎬ打造规模大、实力强的上下游产业集群ꎮ

三是拓展全场景消费链ꎮ 区分市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业企业、

餐饮企业、学校、医院等不同场景ꎬ分别建立预制菜消费端示范点ꎬ

深耕我市预制菜消费市场ꎮ 引进青岛、北京等城市医疗检测机构ꎬ

在我市设立营养检测中心ꎬ根据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ꎬ制定个性化

食谱ꎮ 注重拓展省内外、国内外消费市场ꎬ分别在大中小城市打造

中央厨房＋餐饮企业(或大型商超)、复制沙县小吃、推广智慧团

餐、实行“个性化食谱＋外卖”等多种模式ꎮ 鼓励企业借鉴得利斯、

正新食品集团的模式ꎬ在各地发展加盟店、设立自营点ꎮ 鼓励企业

与海底捞、蜀海、千味央厨等全国性头部餐饮企业、跨境电商、大型

商超等开展八大菜系研发、诸城味道推介、人才技术交流、平台联

通整合等方面合作ꎬ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对接、效益双

赢ꎮ 进一步发挥泰森大龙、中康、绿康等龙头企业已经在欧美、中

东、日韩、东南亚等建立营销网络的优势ꎬ带动更多企业在进军

“一带一路”国家和国际大市场方面取得新突破ꎮ 继续推进我市

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的合作关系ꎬ整合沙县小吃消费端ꎬ指导沙

县小吃品牌升级ꎬ将我市打造成为沙县小吃预制菜供应链总部基

地ꎮ 鼓励我市企业联合潍坊属地肉类、生鲜、干调、酒水等行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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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ꎬ共同链接沙县小吃ꎬ带动山东乃至全国的预制菜加工企业ꎬ进

而辐射食品机械、酒店餐饮、冷链物流等相关配套供应链的建设ꎮ

四是建立全过程标准链ꎮ 引导预制菜企业推广先进质量管理

方法ꎬ鼓励企业参与完善预制菜食品安全标准、营养标准、原料和

添加剂标准、检测标准、贮运标准ꎮ 信用部门要及时对预制菜企业

开展诚信体系评价工作ꎬ确保企业管理标准化ꎮ 依托全国畜禽屠

宰质量标准创新中心、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山东中心等平

台ꎬ加快建立全过程、全链条质量标准体系ꎮ 积极推进与浙江大学

合作的“高品质猪肉鸡肉生产集成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ꎬ着力开

展高品质猪肉鸡肉标准制订、高品质肉品牌建设推广等工作ꎬ全面

提升肉类品质ꎮ 广泛推行“６Ｓ”标准化模式ꎬ实现所有预制菜品可

视、可查、可追溯ꎬ合格率达到 １００％ ꎮ

五是培育全环节创新链ꎮ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重点ꎬ完善创新

体系ꎬ提升科技研发能力和水平ꎮ 在牢牢把握全国畜禽屠宰质量

标准创新中心、浙江大学诸城高品质肉研究中心等现有创新平台

的发展机遇的同时ꎬ发改、科技部门要加大对预制菜企业研发、技

术、配送、服务平台的培育和申报力度ꎮ 加快培育预制菜产业领域

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ꎮ 支持预制菜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ꎬ加强与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以及江南大

学、青岛农业大学等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交流合作ꎬ建设

市内外“研发飞地”ꎮ 加强技术成果转移转化ꎬ攻关固色、耐氧化、

贮藏、灭菌、包装、贮运等技术工艺ꎬ进一步提升预制菜企业核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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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ꎮ

做大做强三大品牌ꎮ 一是打造诸城预制菜品牌ꎮ 鼓励外贸、

得利斯、惠发、佳士博、华宝等龙头企业做大优势品牌ꎬ开发新品

牌ꎬ实施预制菜品地域标签冠名ꎬ争创国家级、省级名牌ꎬ积极申报

马德里国际商标ꎬ并带动全市预制菜加工企业实施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三品”行动ꎬ加强节会宣传和媒体宣传ꎬ打造更多叫得

响的预制菜知名品牌ꎬ不断壮大预制菜“诸城方阵”ꎬ让诸城预制

菜香飘全国、蜚声海外ꎮ 预制菜产业全链条企业要抱团作战ꎬ为擦

亮“诸城预制菜”名片发挥凝聚、协调、监督作用ꎮ

二是创建诸城小吃品牌ꎮ 借鉴沙县小吃的经验ꎬ深入挖掘诸

城特色美食ꎬ鼓励餐饮企业利用我市健康食品、优质食材和预制菜

品ꎬ大力研发独具特色的百分百本土化诸城小吃ꎬ将诸城小吃打造

成全国美食ꎮ 商务、文旅部门负责打造建设诸城小吃一条街ꎬ并做

好管理服务和宣传工作ꎮ

三是提升诸城烧烤品牌ꎮ 依托得利斯等龙头企业ꎬ加强烤肉

预制化研发ꎬ丰富烤肉品类ꎬ提升烤肉附加值ꎮ 继续办好诸城烧烤

节ꎬ鼓励各地设立诸城烧烤营销点ꎬ注意发挥诸城籍在外人士宣传

推广诸城烧烤的影响力ꎮ

落实五化保障措施ꎮ 一是推进全程智能化ꎮ 推进物联网建

设ꎬ保证食材、产品、设备的可查询可追溯ꎮ 把预制菜加工企业以

及食品机械、冷链物流等相关行业企业纳入工业互联网建设ꎬ统筹

推进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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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和数字化管理ꎬ持续为预制菜产业赋能、赋智、赋值ꎮ 引导企业

注重消费端智能化建设ꎬ团餐端植入智能化设备、标准化菜品以及

信息化平台ꎬ小吃端着重植入个性化菜谱、可追溯系统ꎮ 推动感知

技术在预制菜全产业链条的应用ꎬ不断提升可视化水平ꎮ

二是推进配送冷链化ꎮ 引导企业加强与中通快递、长运物流、

德邦物流等大型物流公司合作ꎬ建设一批冷链物流基地、园区和冷

库区、常温库区ꎬ打造初加工、鲜切蔬菜、仓储保鲜、冷链配送于一

体的预制菜冷链物流体系ꎮ 充分发挥青岛保税港区诸城功能区、

山东头临港物流产业园、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作用ꎬ加快推进福田雷

萨冷藏车基地、渤海水产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等项目建设ꎬ打造一

批骨干冷链物流基地ꎬ鼓励国有企业建设冷链物流基地ꎮ 鼓励种

养基地开拓农产品初加工业务ꎬ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ꎬ提升

农产品就地加工、存储、外运能力ꎮ 支持第三方同城配送企业开展

预制菜专送业务ꎬ解决到餐桌“最后一百米”问题ꎮ

三是推进食品标准化ꎮ 强化统筹协调、监督检查和资金投入ꎬ

毫不放松食品安全ꎬ持续推进标准化生产ꎮ 制定«生态种植标准»

«畜牧生态养殖标准»和«水产生态养殖标准»ꎬ确保预制菜食材安

全、健康、营养ꎮ 区别面食、果菜、肉类、水产品、料包、综合等不同

产品和企业ꎬ制定预制菜产品质量标准和行业生产经营规范ꎬ开展

预制菜企业标准自愿性认证ꎬ积极主导或参与国家标准制定ꎬ不断

推进菜品标准化生产ꎮ

四是推进扶持资金多元化ꎮ 财政部门与国有企业牵头设立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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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健康食材与预制菜产业基金ꎬ优先为预制菜产业相关企业和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ꎮ 发改部门争取资金、政策ꎬ要把预制菜产业相

关企业、项目优先列入扶持范围ꎮ 金融部门要将有需求的预制菜

企业纳入金融辅导范围ꎬ大力提供政策咨询、财务规范、融资需求

等全链条服务ꎮ 保险公司要为预制菜上中下游产业特别是种养基

地和农户提供保险保障ꎮ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ꎬ引导优质资源和高

端平台向预制菜产业集聚ꎮ

五是推进配套政策体系化ꎮ 认真贯彻落实«潍坊市支持预制

菜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ꎬ出台我市扶持政策ꎬ从资金、土地、用

工、能耗、税费等多方面扶持预制菜产业加快发展ꎮ 预制菜产业相

关项目优先列入省、市重大重点项目盘子ꎮ 预制菜产业链纳入全

市“链长制”扶持范围ꎮ 明确行业准入门槛ꎬ严把行业入口关ꎮ 打

造预制菜产业运行监测平台ꎬ建立预制菜产业专项统计核算体系ꎬ

加强信用信息数据归集ꎬ推进分类监管ꎮ

四、组织领导

(一)高点定位ꎬ专班推进ꎮ 成立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ꎬ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第一组长ꎬ市委副书记任组

长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ꎬ办公室设在市畜牧业发展中心ꎬ市政府

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ꎬ市发改局、畜牧业发展中心主要负责同

志兼任副主任ꎬ负责统筹开展预制菜产业推进工作ꎮ

(二)明确职责ꎬ合力推进ꎮ 发改部门负责推动政策落实ꎬ并

把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列入全市“十四五”规划ꎮ 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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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商务局、科技局、人社局、地方金融监

管局、大数据中心等部门单位根据职能ꎬ积极参与预制菜产业发展

工作ꎬ突出抓好样板示范ꎬ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并抓好落实ꎮ 市场监

管部门要加强预制菜加工企业监督管理ꎬ特别要落实全程监管措

施ꎬ抓好食品安全和质量监督ꎻ考核办要把预制菜产业发展列为镇

街区、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ꎻ宣传部门要加强宣

传引导ꎬ营造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ꎮ

(三)精准配套ꎬ高效推进ꎮ 加强种植和养殖技术指导、流通

保障、品牌推介、质量监督、资源要素、园区化发展、政策支持、督查

考核等专项工作ꎬ通过专项攻关、靶向施策ꎬ凝聚大兵团协同作战

的合力ꎬ高效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ꎬ打造乡村振兴新的增长

极ꎬ为奋力开创新时代“诸城模式”新实践新辉煌贡献力量ꎮ

附件:诸城市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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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诸城市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

为加强全市预制菜产业工作领导ꎬ统筹推进各项任务落实ꎬ完

善推进机制ꎬ形成工作合力ꎬ成立市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ꎬ名单如下:

第一组长:张建伟　 　 市委书记、党校校长

王　 浩　 　 市委副书记ꎬ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组　 　 长:王琪华　 　 市委副书记

副 组 长:孟祥韬　 　 市委常委ꎬ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王　 楷　 　 市政府副市长

李耀武　 　 市政府正县级干部

袁柳天　 　 市政协副主席、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成　 　 员:李臣波　 　 市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加军 　 　 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ꎬ市委

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

郑向前　 　 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海林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保举　 　 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学勇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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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世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

苏洪亮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　 华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市乡村振兴局

局长

李彦玲　 　 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志伟　 　 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

王洪阳　 　 市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　 刚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晓升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隋天宁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秦福运　 　 潍坊海关驻诸城办事处主任

郭沛盛 　 　 市融媒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ꎬ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

郭岩璐 　 　 市林业发展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ꎬ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

徐兰芳 　 　 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任ꎬ市

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张晓伟　 　 市检验检测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王金武 　 　 市大数据中心党组书记、主任ꎬ市政府

机关党组成员

袁　 丁 　 　 市社会信用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ꎬ市

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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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波 　 　 市农机农经发展中心党总支书记、主

任ꎬ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郑凤楼　 　 潍坊银保监分局诸城监管组主任

孙希海　 　 诸城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ꎬ滨河片区党委书记

孙湘海　 　 南湖片区党委书记

孟庆忠　 　 高新片区党委书记

田　 东　 　 桃园片区党委书记

马　 良　 　 密州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　 伟　 　 龙都街道党工委书记

耿　 凯　 　 舜王街道党工委书记

王　 刚　 　 枳沟镇党委书记

武志平　 　 贾悦镇党委书记

刘　 杨　 　 石桥子镇党委书记

孙志梁　 　 相州镇党委书记

冯玉建　 　 昌城镇党委书记

崔培荣　 　 百尺河镇党委书记

代　 辉　 　 辛兴镇党委书记

王大勇　 　 林家村镇党委书记

王法明　 　 桃林镇党委书记

杨培香　 　 皇华镇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畜牧业发展中心ꎬ王楷同志兼任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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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任ꎬ李臣波、徐兰芳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ꎮ

　 中 共 诸 城 市 委 办 公 室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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