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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板栗，众人皆知。说起板栗产业，迁西远洋食

品有限公司更是一直走在行业前列。

素有“京东后花园”之美誉的河北省唐山市迁西

县，被称为“中国板栗之乡”。每年的 6 月，满山遍野的

栗花香飘四野，板栗是迁西的支柱型产业，在这里历代

生活的人们以种植板栗维持自己的生计。

迁西县远洋食品有限公司就坐落于此，于二○○二年

五月建成投产，是集干鲜果品蔬菜加工及仓储于一体的

大型现代化企业，公司自有国有土地 105 亩，注册资本

3740 万元，固定资产 1.7 亿元，年销售收入 2.5 亿元。

2012年，公司实施优质板栗产加销一体化产业项目，企

业资产总额达3.1亿元，实现年销售收入4.5亿元。

勇挑重担 树远洋品牌

迁西板栗内皮易剥、肉质细腻、糯性粘软、甘甜芳

香、营养丰富，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远销海外的记

载。然而，由于多年来出口渠道单一、加工粗放、市场

竞争激烈等原因，2008年前，迁西板栗的发展曾一度面

临瓶颈。

2009年，迁西县远洋食品有限公司进行整合重组，

当时靠开办矿业走上致富之路的王友金认识到了矿

产的不可再生性，处于对家乡资源、环境长远考虑，他

勇挑重担，决心转向绿色产业，走创新发展、产业升级

之路。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上任后的

王友金开始一系列的大胆改革，他认为，企业要想发

展，必须以人为本。他注重人才培养与引进，集聚了一

批高层次的管理、策划、营销人才，形成并构建了健全

的销售网络，并运用现代化信息管理模式，使产品覆盖

国际主要市场和国内重点城市。目前，企业已与日本

博科株式会社、韩国、泰国六家客商签订常年供货合

同，在国内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 20余个大中城市设

有了稳固的超市销售网点 600 余家，据统计，仅 2009 年

就购销板栗 10000吨，实现年销售收入 1.5亿元，出口额

达 879万美元。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远洋公

司在收购过程中对板栗原材料进行严格甄选把关，从

源头上保证了“栗之花”产品的健康优质，并用高科技

手段完美保存食品的原有色泽、口感和营养成分，不添

加任何色素、防腐剂等人工成分，产出名副其实的天然

绿色食品。2003 年，“栗之花”产品被河北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评定为“河北省优质产品”，2004 年 12 月至今被

河北省质量监督局评为“河北省名牌产品”；“栗之花”

商标自 2005 年 10 月至今被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

定为“河北省著名商标”；“栗之花”牌板栗仁被评为新

特优农产品金奖；环京津食品工业展洽谈会金奖；被指

定为紫光阁影视特供食品；2012年，“栗之花”牌板栗仁

被中国现代农业商品博览会评为金奖产品；中国品质

信用认证管理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首选品牌”；2010

年，远洋食品被评为“河北省三农明星企业”“河北省农

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河北省林果产业重点龙

头企业”。

敢于创新 实现板栗产业化
发展

板栗生在山区，扎根于山区的农民靠山吃山，将板

栗的种植，买卖看做自己重要的生活来源，但是长期以

来形成的生产生活模式，制约了农民的经济发展。

远洋公司带头人王友金审时度势，将种植板栗的

农民团结到一起，实行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

营模式，实现了板栗产业的大发展。2009年，远洋公司

与迁西县有金板栗专业合作社合并重组，2012年，公司

实施优质板栗产加销项目，联合了 7 个板栗专业合作

社，实现了增加基地面积 15 万亩，带动农户 75000 户，

确保购销量以每年 20％的速度递增，购销量达全县板

栗总产量的 1/3。

随着板栗产业的稳步发展，远洋公司带头人王友

金将产业向更好的目标定位。2010 年，在通过多方面

的市场调查和研究后，他发现加工能力弱小，产业链条

短，农民经常面临增产不增收问题，加工业薄弱成为制

约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必须跳出低端市场上的混战，瞄准高端市场，开发

高附加值的产品。王友金认为。

2012年，通过多方的市场论证，远洋带头人王友金

将投资 3.78 亿元的优质板栗产加销项目付诸了现实。

实施综合品牌策略、绿色策略、连锁专卖策略和差异化

定价策略，打造市场精品，立足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

突出绿色、健康与文化内涵，建设“产品特色化、项目产

业化、设施标准化、服务系列化、管理链条化”的迁西食

品（板栗）园区。

这一项目以循环经济为设计理念，栗仁和板栗罐

头加工碎料用来加工栗蓉、栗酱、栗汁等产品，板栗加

工的栗皮和栗花提取黄酮后废渣用来养栗蘑，栗蘑生

产后的废料可以用来当作有机肥，生产有机板栗，从而

实现循环可再生利用。项目包括新建 15000 平方米恒

温冷库和速冻库，12000 平方米鲜板栗加工车间、小包

装车间、板栗饮料车间，配套建设 20万亩优质板栗生产

基地，新上 8000 吨罐装栗仁、八宝粥、栗蓉、栗酱生产

线，新上 3000 吨栗汁饮料生产线，新上 1000 吨超微板

栗粉、板栗营养粉生产线，新上 500吨板栗茶汤、板栗花

（黄酮）茶汤生产线等一大批与板栗产业相关的高附加

值项目。

预计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新增农业产值 2.5 亿元，

农业直接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在增加就业方面，可带动

农户 75000户，解决 13000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每

年可为农户人均增收 540 至 600 元；在产业化经营方

面，公司年加工鲜板栗 15000 吨，占迁西板栗总产量的

50%，基本能影响迁西板栗价格，降低迁西板栗的市场

风险；在科技贡献方面：可建立完善的迁西板栗种植

资源保护和新产品开发体系，确保迁西板栗品质在市

场上的竞争力，不仅可以提升迁西板栗品牌效应，而

且将进一步拓展、丰富迁西食品产业的发展前景。

据了解，该项目目前已被列为“河北省农业产业化

重点项目”“河北省发改重点项目”。

为民着想 始终将人民的利
益放在首位

随着板栗产业的迅速发展，迁西远洋食品公司的

不断发展壮大，板栗产业也将向着特色化、项目产业

化、设施标准化、服务系统化、管理链条化不断推进，打

造产、供、销、科、工、贸一体化的现代化绿色食品产业，

建设设施一流、技术一流、品牌一流的无公害板栗深加

工基地，实现新跨越。

远洋公司是独资企业，但如今的远洋已不是我自

己的了，它是老百姓的。王友金如是说。

如今的王友金不仅是远洋公司的掌舵人，自 2003

年至今，还一直担任青杨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在他刚接手的时候，青杨树村还是一个贫穷落后

的小山村。村集体外债共计 18 万元，人均接近 1000

元。集体的固定资产不到 4万元，只有一个破旧的三间

小村部。村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还达不到 3000元。

王友金认为，在农村，必须依托农业这一牢固的根

基，立足本村资源优势，发展绿色经济、生态经济，提高

农民收入，带领农民致富。于是，他提出了“养绿抓黑

兴运，发展食用菌和花卉业；多产业齐头并进，实现大

跨越”的路线。

“养绿”指发展板栗产业。目前他已带动全村群众

栽植板栗 6 万余株、人均达 200 株的基础上，引进外地

客商 4 户投资 100 多万元对村内 1000 亩荒山进行立体

开发。对 1500 亩的板栗园进行了有机食品认证，成为

浙江义乌震基食品有限公司的有机板栗收购基地，每

年以高于市场价 10%的价格收购，以订单经济的形式实

现了销售和效益的双赢，为村民增收奠定了基础。

“抓黑”指发展铁矿采选业。现已平整荒滩 50 亩，

引进资金 800 万元，建起铁选厂两家，解决 80 名村民就

业，每年创利税 500 万元、增加集体收入 10 万元、增加

农民收入 80万元。

“促运”指促进运输业发展，依托该村交通便利、周

边企业较多的优势，为村民担保贷款购买运输车辆 11

辆，每辆年收入都在 10万元以上，通过发展运输业村民

走上富裕路。

“生菌”指 2007 年初与福建客商合作，建立了占地

60 亩的股份制食用菌基地，建食用菌大棚 11 个。该项

目可解决 60 名妇女就业，增加劳务收入 60 余万元，他

因此成为了全县的带动全民共富先进典型。

“兴花”指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造部分菌

棚，合理流转集中土地 700 亩，投资 1200 万元建起股

份制花卉基地，目前已经播种种球 500 万粒。预计年

可增收 500 万元，成为农民增收的又一新亮点。同

时他筹集资金 320 万元，2012 年 4 月 17 日建起了全省

第一个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为激活农村闲置资金，

发展本地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时刻为民着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因多年目睹

农村“进门现代化，出门脏乱差”的现象，王友金注意到

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性，为此他提出了建设文明生态

村的新目标。

据了解，自 2003年以来，建设文明生态村已累计投

资 2000 多万元，其中他个人出资 120 余万元，大力建设

文明生态村，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硬化了村内道路 10

公里，砌河坝 2400 延长米，修桥 6 座，栽植各种花草树

木 20 万余株，新建 3000 平方米的休闲公园一处、5000

平米的绿色公园一处、南山风景公园一处，为各户统一

修建了沼气池，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新建了浴室，粉

刷了街道墙壁，坚持“建、管、用”并举，成立了专业保洁

队伍，给每个党员划分责任区，庭院村民实行门前三

包，确保环境干净整洁。2008 年他聘请省社科院专家

为科学发展“把脉”，制定了详尽可行的科学发展示范

村建设规划，确定了“绿树映掩、碧水潺潺、红顶白墙、

别墅上山”独具山区特色的示范模式，极大的鼓舞了全

村群众的发展热情。如今“红顶、绿树、白墙、花院、文

明人”的新农村景观已经形成，村民们都高兴的说，我

们真是过上城里的生活了！

生活在百姓中间，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做对

老百姓有意义的事。

目前，青杨树村已增设了标准化卫生所，方便了群

众就医；通过集体出资为全体村民办理了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建立了大病救助基金；为村民办理了信用村，

每户可到信用社办理 2 万元的信用贷款作为发展项目

的启动资金；每年春节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放

200 元的敬老费，对老党员、老干部和复员退伍军人进

行慰问。

多年来，王友金的扎实的工作作风，为民着想的精

神风范得到来自各级领导、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2004

年至 2008年，他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十佳“三强型”党支

部书记，连续被县人大评为优秀人大代表，2007年被唐

山市委评为“一好双强”型党支部书记。2008年被河北

省老龄委授予敬老楷模称号、被省人大评为改革开放

三十年风云人物，2009 年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2010

年被评为中国诚信企业家，2010 年被评为 2000—2010

年度中国农业经济十年产业领袖；2010 年至 2012 年连

续被评为河北省委优秀党组书记；2011年被评为“绿色

中国年度焦点人物”；2012 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诚信企

业家”；2012 年 4 月，以“弘扬绿色理念，树立绿色典型，

建设生态文明，共建绿色中国”为宗旨的新一届“绿色

中国年度焦点人物”评选中，他以绿色产业繁荣新农村

建设的成就成为全国绿色领域中的标杆人物之一。

如今，迁西远洋食品有限公司板栗产业的发展正

有条不紊的向前迈进，青杨树村绿色生态新农村逐渐

形成，相信 2013年的栗花将开的更美，开的更旺。

■远洋大事记
2002年 1月迁西县远洋食品有限公司建成投产；

2002年 12月通过 ISO0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2003 年 12 月被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河北

省优质产品”；

2004 年 12 月被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河北

省名牌产品”；

2005年 10月“栗之花”商标被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认定为“河北省著名商标”；

2007 年“栗之花”牌板栗被河北省技术监督局认定

为“河北省名牌产品”；

2009 年被唐山市人民政府授予“振兴唐山立功竞

赛集体”荣誉称号；

2009年与迁西县有金板栗专业合作社合并重组；

2010 年“ 栗 之 花 ”商 标 被 认 定 为“ 河 北 省 著 名

商标”；

“栗之花”牌板栗被评为“河北省名牌产品”；

2010年 8月被河北省村镇经济发展促进会评为“河

北省三农明星企业”；

2010 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认定为“河北省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010 年被河北省林业厅认定为“河北省林果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

“优质板栗产加销项目”被列为：河北省农业产业

化重点项目；河北省发改重点项目。

板栗产业托起板栗产业托起农民绿色希望农民绿色希望
——迁西县远洋食品有限公司带头人王友金为民造福产业纪实

□□ 张国张国芳芳

预计项目建成后预计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新增农业产值每年可新增农业产值 22..55 亿元亿元，，农业直接经济效益十农业直接经济效益十
分可观分可观；；在增加就业方面在增加就业方面，，可带动农户可带动农户 7500075000 户户，，解决解决 1300013000 个农村剩余劳个农村剩余劳
动力就业问题动力就业问题，，每年可为农户人均约增收每年可为农户人均约增收 600600元……元……

这是即将在河北省迁西县崛起的以板栗为基础产业的为民致富项这是即将在河北省迁西县崛起的以板栗为基础产业的为民致富项
目目。。项目以循环经济为设计理念项目以循环经济为设计理念，，栗仁和板栗罐头加工碎料用来加工栗栗仁和板栗罐头加工碎料用来加工栗
蓉蓉、、栗酱栗酱、、栗汁等产品栗汁等产品，，板栗加工的栗皮和栗花提取黄酮后废渣用来养栗板栗加工的栗皮和栗花提取黄酮后废渣用来养栗
蘑蘑，，栗蘑生产后的废料可以用来当作有机肥栗蘑生产后的废料可以用来当作有机肥，，生产有机板栗生产有机板栗。。目前目前，，该项目该项目
已被河北省评为已被河北省评为““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河北省发改重点项目河北省发改重点项目”。”。

迁西板栗栽培源远流长，《诗经》《战国策》《左

传》《论语》《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书都有记载。

《诗经》有“树之榛栗”的诗句。《战国策》记载，苏秦

游说燕文侯时说：“燕国……南有碑石雁门之饶，北

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田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

府者也。”汉代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燕秦千树

栗……此其人皆千户侯等。”这里的“北”和“燕”，即

包括今迁西一带，说明这里很早就是板栗的著名产

地，靠板栗生产比较富庶。《山海经》《吕氏春秋》《西

京杂记》诸书也多有记载。《清异录》记有这样一件轶

事：晋朝皇帝一次穷追敌寇时，军粮供应不上，将士

三日粒米未进，士气大落。行至燕山滦水之东，见满

山板栗，便命军士蒸栗为食，借以饱腹。于是士气大

振，大败敌兵。由此，将士们就称栗子为“河东饭”。

民国《迁安县志》对板栗这样记载：“邑境产量最富，

行销最远，为邑产大宗”，这里的“邑境”主要是指今

迁西一带。境内 100—200 年生的大栗树到处可见，

新立庄、汉儿庄、栗树湾子等地尚有许多 300—500 年

生老栗树，仍枝繁叶茂，常胜峪村还生长着明初 600

年生古栗树。

迁西板栗 历史悠久

王友金 1965年 12月出生，现任迁西县远洋食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自 2003 年至今，任青杨树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2004 年至今，任迁西县

人大代表，2008 年至今，任迁西县有金板栗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2009 年至今，任迁西县有金资金互助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国家林业局领导为王友金董事长颁发中国诚信行业联盟理事单位聘书 板栗加工车间

收购鲜板栗

王友金董事长陪同河北省工业厅领导视察公司

板栗加工厂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