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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稻米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

吴星星
景宁畲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323500

摘�要：水稻在浙江省是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大米是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主食，是人民生活中最基本的口

粮。为了适应市场对优质稻米的需要，本文通过对景宁畲族自治县（简称景宁县）优质稻米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强优质稻米的选择与推广，加强对优质稻米的管理，建设优质稻米生产基地，加强品牌宣

传等措施。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我县优质稻米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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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在全球范围内占有

30%左右的粮食生产面积，其稳产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最近

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们对高质量大米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与此

同时，伴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景宁县优质大米产业获

得了迅速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推动景宁县优质

大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对其发展现状及存在

的主要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发展策

略，为我县发展优质稻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1 景宁县优质稻米产业发展现状

1.1  地理区域优势突出
景宁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华东地区唯一的少

数民族自治县，景宁有耕地面积为22.22万亩，2022年全
县国民生产总值93.24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43
亿元，增幅4.59%，占全县总产值的12.26%。林地242万
亩，其中重点生态公益林148.5万亩，活立木蓄积量762万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8.2%，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省级
生态县、省级森林城市，95%的地表水水质达到国家Ⅱ类
以上，生态环境质量评价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第五。景宁

县天气四季如春，降水量大，阳光充足，气候宜人；该

地区水资源丰沛，土层厚实、肥沃、有机质含量高，独

特的自然资源为优质水稻的种植提供了基本保证[1]。利于

表现稻米优异的遗传特点，并使其养分积累，从而产生

籽粒浑圆、饱满、有光泽、单粒重量在22.2~23.5毫克的
优质籽粒。米粒晶莹剔透，软糯有嚼劲。

1.2  优良食味水稻种植面积逐步扩大
为了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景宁县持续对大

米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并积极推广使用优良的

食味大米品种，提高中高端产品的供应。甬优系列、华

浙优系列和泰两优系列品种作为一种高产、优质、农艺

性状优良的新品种，自2021年开始在我县各乡镇推广种
植，受到广大农户的欢迎，种植面积快速增长，自2022
年以来，已达2.67×104hm2，并被县农业农村局列入景

宁县主要稻种品种。近年来，景宁县通过“浙江省绿色

高质高效稻米基地创建”、“浙江省优质稻米推广示范

基地”等工程，对优质、适口性好、抗逆性能好的稻种

（系）进行了系统的选育，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广了

优质优质稻种，如“华浙优233”、“泰两优217”等，
为景宁县提供了一批适于栽培的优质食味型稻种，促进

了我县稻种资源结构与布局的优化。在2022年，景宁县
已有67%的优质食味稻米和100%的商品良种覆盖率[2]。

1.3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规模的农村劳动

力向城市和非农行业转移。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出现，并

逐渐快速地成长为景宁县粮食生产“主力军”。根据相

关部门的统计， 景宁县共有农业控股、种粮大户、家庭

农场、专业协会等50个新的经营单位，它们的粮食面积
为6.67hm2及以上，水稻种植面积接近2.67×104hm2，占

全县水稻种植面积的50%以上。近几年来，以“基础配
套”、“服务体系”、“服务保障”为工作思路，大力

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全机械化进程。

1.4  稻米品牌价值逐步提升
景宁县近几年十分重视水稻品牌建设，目前已有6

余家高品质水稻生产企业，6余个水稻品牌，并已在国
家知识产权局注册了商标。品质是一个品牌的生命线，

所以景宁县对水稻的绿色和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视，在21
个乡镇（区）进行了绿色和优质农产品（水稻）基地的

建设。近几年，景宁县积极组织稻米加工企业、农产品

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参加大米品牌评选和宣传活

动，其中，浙江金满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金满穗南

粳稻”在“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上荣获“金满穗南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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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金奖。同时，在深入挖掘稻作文化的基础上，景宁

县还积极组织参加浙江省“浙江好稻米”的评选和推介

活动[3]。

2 景宁县优质稻米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种植收益不稳定
近年来，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际能源价格的

大幅上升等原因的影响，农资的价格出现了快速的上涨。

在化肥、种子、农药、农膜、人工、土地租金等方面，都

出现了显著的上升，特别是化肥的价格上升速度很快，涨

幅达到了50%，但是粮食收购价格的涨幅并不高，因此，
粮食产量的增长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就导致了种粮的

比较效益下降，远远落后于蔬菜、西瓜等高效经济作物，

这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2  稻米加工企业规模较小
具体来说就是：（1）景宁县的大米加工企业数量很

少，而且生产规模也很小，基本上都是在初级加工水平

上，没有足够的精、深加工能力，冷藏、加工、收储等

配套设施的建设也比较落后，这就造成了大米加工品质

的不稳定，以及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2）收购方
式落后，主要是由大户和散户直接收购，定单种植的区

域很少，大米的质量没有保证，很难追溯。（3）农民对
建立高品质水稻品牌没有太大的兴趣，大部分农民都是

以普通水稻为主要销售对象，因为高品质水稻的收购和

储存成本和市场不稳定，农民的收益很少。（4）高品
质大米的销售渠道比较单一，大部分都是固定的农商超

市，很少有新的销售方式，如线下零售、网络销售等，

缺少新技术的运用，以及产业的整合，这对高品质大米

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2.3  品牌知名度不高
在稻米生产、收购、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相关

企业都是各自为战，没有形成有效的联系，而且订单化

生产的水平也不高。生产部门扩大产能，稳定产量；采

购部重外观，轻质量，混装；深加工企业只注重成本，

不重视质量；营销部门只注重利润，轻品牌，忽略了产

品的内在质量，造成了顾客的不满意，价格的优劣难

定。此外，在品牌的发展方面，存在着多、乱、杂的现

象，品牌的主导地位还没有形成，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

份额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

2.4  产业观念淡薄，整体规划不足
粮食局应该把重点放在粮食的收购和储备粮的管理

上，而农业农村局应该把重点放在粮食的生产上，把粮

食的绿色发展的关键技术进行推广，加强对农业生产的

技术指导服务。但是，景宁县各级农业管理部门对优质

稻米产业化生产的观念还不够坚定，对产业发展所能产

生的产业价值和经济效益还没有完全地认识到，缺少了

积极的规划，对支持措施也是支离破碎，没有能够构建

起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从而达到各种稻米生产经营主

体之间的合作共赢。

3 景宁县优质稻米产业发展对策

3.1  加强稻米良种的选育和推广
要以市场、效益为导向，主动与浙江省农科院、浙

江大学、农林大学等科研院所联系，进行优质食味稻新

品种（系）的筛选、测试、示范、推荐，加速优质食味

稻新品种的推广。与此同时，要对品种的区域布局进行

优化，因地制宜，突出重点，以景宁县特有的生态环境

为基础，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水稻品种，展开集中连片的

规模化种植，以此来提高全县的水稻产量和质量，提高

农民的收入。

3.2  加强政府引导
优质稻米产业建设是一项建设周期较长、投资规模

较大的系统工程，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强化规划指

导，以市场为导向，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都调动起来，

构建出一套长期的投入机制，才能保证各项建设工作的

顺利进行。此外，还要结合 景宁县的具体情况，制订出

优质稻米产业发展规划，并制定出优质稻米产业升级的

工作意见，争取在5年内，使全县人民的口粮消费达到最
优，进而将景宁县优质稻米产业的整体水平提升起来。

3.3  建设优质稻米生产基地
利用相关的互联网平台，构建“科研院所养殖+农

户或合作社种植+大米加工公司生产+大米企业”的营销
整合模式。新品种培育部门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选

择适宜的新品种、新技术等。采用土壤试验配方施肥、

增加有机肥料的使用等减氮措施，从而有效地提升水稻

的产量和品质，并推动周边农户采用减肥减毒技术。另

外，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研究推广稻渔、稻虾、稻

鸭等种植和养殖技术，建立一批效益高、知名度高的水

稻种植和养殖基地。稻米加工企业与稻米公司充分发挥

其所拥有的雄厚的产业资源优势，对市场信息进行及时

的整合与分析，从而对优质稻米的种植结构与加工企业

的生产经营进行优化提出决策建议。充分发挥科研机构

的多样性和技术的更新作用，促进大米加工企业品牌经

营等方面的发展，提高员工的就业积极性和生产参与程

度，从而科学、有效地推进优质大米产业的发展。

3.4  强化品牌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食品也要有品牌”。同

时，通过各地农产品交易会、优质农产品展销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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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特优农产品推介会”等形式，加大对“优质米”品

牌的宣传，扩大“优质米”产地的知名度，扩大“优质

米”的市场份额，促进“优质米”的产业化进程。

比如，通过“互联网+”技术，把优质大米和互联网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优质大米+视频农业+微商+
电商+直播”的品牌营销模式，并通过互联网站点、手机
APP等，实现虚拟网络和真实的生产之间的联系。在互
联网平台上，对优质稻米的种植、生长、收获、加工、

最终形成产品的过程进行公开，让消费者可以在最短的

时间内，对优质稻米的真实信息进行了解和掌握。在抖

音、快手等时尚快宣媒体上，对信息的发布渠道进行拓

展，在官方微店、旗舰店等平台上，对优质稻米产品进

行展示和宣传，让消费者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及时

下单购买。实现优质稻米的产供销一体化的网络平台，

让消费者可以直接参与到优质稻米的种植、生产和加工

过程中，从而突破了传统的营销的现实壁垒，提高了消

费者对优质稻米产品的信任程度。在做好高品质大米产

品线的前提下，通过大数据分析，挖掘消费者偏好，与

线下营销方式相结合，面向那些已经习惯了传统销售方

式的“老顾客”，持续改进产品的消费体验，持续提升

消费者的满意度。运用线上与线下的整合营销方式，可

以更好的提高优质大米的品牌影响力，进而推动优质大

米产业的发展。

3.5  促进优质稻米产业链的链式发展
3.5.1  制订质量标准
在景宁县粮食业协会的领导下，对景宁县优质稻米

的生产企业进行调查，搜集国内外有关优质稻米的标准

与技术信息，编制《景宁县优质稻米质量标准》，对

优质稻米的生产工艺与质量进行统一，用标准与质量统

一统一的品牌，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景宁县优质

稻米”的权威，提升水稻产品的市场认可度，提升其在

市场上的竞争力。建立《景宁县优质富硒稻米质量标

准》，为富硒大米“准入”市场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3.5.2  打造领军企业
创建1家年营收超过千万元的行业龙头企业；在高质

量的大米生产产业链中，选择3家具有较高成长性的大米
加工业企业，实施“一企一策”，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并为其提供“绿色”资金支持，简化信贷审批程序；在

建设用地等生产要素方面，要优先保证，并制定相应的

奖励政策，鼓励企业扩大规模，促进企业的快速增值。

3.5.3  建设人才孵化延链
培育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素质高、知识渊博、懂得

管理和运用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培养新型农民，

一个村庄培养几个大学生，与稻米行业合作办学，委

托培训和在职培训，来改进“政产教用”的协作育人模

式；加速培育水稻生产、储运、品质管理、装备研发和

市场营销的专业化和实用型人才；鼓励企业与科研院

所、高校等进行深度合作，并建立一套有效的人才引进

机制，为行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人才储备。

结束语

综上，为了提升稻米的市场竞争能力，推动当地经

济的发展， 景宁县应对优质稻米产业进行详细的规划，

确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并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把产

业建设的基本工作抓在手上，选择并推广适用于本地种

植的优质食味大米新品种，强化品牌和基地的建设，开

展订单生产，目前，该产业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是，目前该行业的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需要强

化基地建设和品牌建设，需要提高企业的加工能力，需

要与农户和市场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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