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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冕宁县发展优质双低 油菜的思考
,

提 出该县发展优质双低油菜应结合产业结构调

整
,

保持高起点发展
,

充分发挥
“

优质双低无公害
”

品牌优势
,

建立
“

企业 + 农技部 门 + 农户
”

的产业化

模式和适度发展油菜籽深加工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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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低芥酸
、

低硫贰 (双低 )油菜生产
,

是世界

油菜生产发展的方向
,

也是我国
“

十
·

五
”

和
“

十一
·

五
”

期间
,

油菜种植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
。

位于四

川省凉山州北部的冕宁县
,

介于东经 101
0

38
’

至

10 2
0

2 6
’ ,

北纬 2 8 0

0 5
`

至 2 9
0

0 2
` ,

境内海拔高度从

15 00
一 5 2 3 4 m

,

为较低纬度高海拔地区
,

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
,

兼有高原气候特点
,

冬春丰富的光热资源

和昼夜较大的温差利于油菜生长
。

该县从 19 98 年开

始引进种植双低油菜
,

使全县油菜生产由过去的数

量增长型转变为数量和质量并进型
,

到 2 0 05 年全县

双低油菜种植面积 已占油菜种植面积的 53
.

8 %
,

从

而奠定了发展双低油菜产业的基础
。

油 8 21 等
。

19 9 8 年开始引进双低油菜进行试种
,

现

主要推广品种是蜀杂 7 号和德油 5 号
。

油菜种植多

是在一年两熟的地区冬播
,

种植形式有育苗移栽和

直播两种
,

以直播为主
,

采用育苗移栽种植方式的多

是近几年使用杂交油菜品种
,

面积不大
。

2 冕宁县发展双低油菜的经验及存在

的问题

1 冕宁县油菜生产发展概况

冕宁县历来有种植油菜的习惯
,

是小春的主要

栽培作物之一
,

适 宜在安宁河 沿岸海拔 1 5 5 0 ~

2 100 m 之间的地带种植
。

上世纪 50
一

60 年代油菜面

积呈波浪式变化
,

19 6 0 年面积 3 80 O h m ,

达最高 川
,

以后逐年下降
,

至 19 90 年后
,

面积在 10 00 h时 左右

徘徊
。

19 4 9 年至 2 0 0 4 年
,

亩产从 2 2 5 k g / h m ,

上升到

Z 16 o k g / h m , ,

单产高出凉 IJJ 州平均产量 3 5
.

85 %
,

总产从 4 7 6
.

9 5 t 增加 到 2 12 6 t
,

占全州年产量 的

13
.

65 %
,

是农民的主要财源作物
。

在品种布局上茬

口较紧的城关中上环及其以上地区种植本地品种

大桥油菜
,

城关下环及其以下地区以种植甘蓝型油

菜为主
,

如 A Q
一 1 3 5

、

8 4 0 0 1
、

8 3 一 12 1
、

凡 6 选 1
、

中

2
.

1 发展优质双低油菜成功经验

2
.

1
.

1 在凉山州率先引进
“

双低
”

杂交油菜
。

引

进优质
“

双低
”

杂交油菜的思路正确
,

符合国际
、

国内

油菜生产的发展方向
,

能及时跟上时代步伐
。

作为

少数民族山区能在
“

九
·

五
”

期间就引人
“

双低
”

杂交

油菜是很有先见的
。

2
.

1
.

2 坚持
“

引进* 试验、 示范
一

、 推广
”

的原

则
,

开展相关的试验研究
,

扎实的基础工作为后来的

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在推广过程中未出现失误

和纠纷
。

2
.

1
.

3 不照搬照套
,

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进行

了配套技术的研究和完善
。

如针对栽培技术水平不

高
,

硼肥施用不足
,

花而不实严重
,

影响产量这一问

题
,

开展硼肥施用时期
、

施用量和选用肥料种类等相

关试验
,

制定出硼肥的最佳施用方法 ;又如针对水稻

收获后
,

阴雨天气
,

不能适时播种的问题
,

提出采用

育苗移栽新技术
,

从而改变了当地千百年来油菜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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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种植习惯
。

2
.

1
.

4 打破了当地使用常规种的传统习惯
,

引

进杂交品种
,

充分利用杂种优势
,

产量比普通常规

油菜提高了 10 % 以上
,

使全县的油菜单产更上了一

个新台阶
。

如 19 9 2 年全县油菜平均产量为 1 894
.

5

k g / h a ,

2 0 0 4 年上升到 2 16 0 k g / h a 。

2
.

1
.

5 推广起点高
,

严格按照 D B 5 13 4 / T 2 0一

20 03 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操作
,

并成功申报了双低

油菜无公害生产基地和双低油菜无公害农产品
,

二

者均荣登
“

四川省第三批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名

录
”

和
“

四川省第三批无公害产品名录
” ,

为创优质

品牌和拓宽产品销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2
.

1
.

6 市场价格优势
。

通过宣传
,

部分城镇消费

人群已认识到双低菜籽油的品质优势
,

因此在市场

价格上已出现了明显的价差
,

如冕宁县 2 0 05 年市场

一般常规油菜籽价格 2
.

60 元 / k g 一 3
.

40 元 / k g
, “

双

低
”

油菜籽价格为 3
.

50 元 / k g 一 4
.

40 元 / k g
。

2
.

2 发展优质双低油菜中的不足

2
.

2
.

1 龙头企业的作用很弱
,

仅限于品种和种

子的提供
,

而
“

产中
”
又是由农技部门指导

, “

产后
”

服务跟不上
,

无先进的加工机械设备
,

未能充分发

挥和挖掘
“

双低
”

潜力
。

2
.

2
.

2 政府的引导服务作用和宣传不够
,

存在

城乡认识差异和消费差异
。

城市消费者意识到食物

的优质与安全
,

但大部分农户还未认识到
“

优质双

低
”

的意义
,

因此
,

表现出推广速度较慢
,

且有
“

插花

现象
”

存在
,

影响了油菜籽品质
。

2
.

2
.

3 劳动力成本高
,

生产效益偏低
。

油菜生产

的全过程基本是手工操作
,

从播种到收获大约需要

1 80
一 2 10 工 日 / h耐

,

再加上农资投人
,

生产成本高
,

其产品价格也高于外地
,

在销售竞争上不具备优势
,

因此未建立健全成品油销售网是在所难免的了
。

3 对冕宁县发展双低油菜生产的建议

3
.

1缩麦扩油调结构
。

位于安宁河流域上游的

冕宁县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典型农业县
,

农民

的经济收人主要来自农产品
,

为增加农民的经济收

人
,

应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从表 1 可知
,

种植双

低油菜的纯收益明显高于其它小春作物小麦和大

麦
,

因此
,

缩减麦类种植
,

大力推广优质双低油菜
,

扩

大种植面积
,

是一条可行之路
。

所 以
,

上下要统一思

想
,

大力宣传
,

其突破 口主要在农民
,

政府部门要下

大力气培训农民
,

把农民的思想观念转变过来
,

指导

农民尝试多用途利用双低油菜
,

让他们真正尝到甜

头
、

得到实惠
。

表 1 冕宁县主要小春作物种植收益表

作物类型
作物产量

( t / h m Z

)

农产品价格
米

(元 / h m Z

)

小麦

大麦

双低油菜

作物产值

(元 / h m Z

)

5 6 7 4
.

5 0

5 5 9 3
.

5 0

94 5 0
.

0 0

生产成本

(元 / h m Z

)

5 6 6 9
.

5 5

5 4 2 1
.

0 5

7 3 5 8
.

2 5

纯收益

(元 / h m Z

)

4
.

9 5

17 2
.

4 5

20 9 1
.

7 5

000
内、à ,l一、é11

刁

l门、
à

嵌农产品价格为当地市场价格的中间值
。

3
.

2 继续保持高起点发展
。

一是加速新品种引

进步伐
,

尽快选出适宜全县不同生态类型的优质而

且是高产和高含油率的
“

两高双低
”

油菜新品种
,

使

全县的油菜籽产量和农民的经济收人再上一个新

台阶
。

二是强化管理
,

实行品种准人制
,

除特殊用途

外
,

对没有达到
“

双低
”

标准的榨油用油菜籽品种不

引进
,

不推广 ;实行种子准人制
,

没有达到
“

双低
”

标

准的种子不得经营 ; 实行一地一品种相对集中
,

不

但要杜绝
“

插花
”

现象
,

还要清除油菜田周 围的十字

花科作物
,

以达到从源头上把好优质关的目的
。

三

是严格按照 D B 5 13 4 / T 20 一 2 0 03 无公害生产技术规

程生产
,

加强高产保优栽培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

提高
“

双低
”

油菜生产的科技含量
,

根据不同区域生态条

件
、

耕作制度和栽培水平
,

研究制订
“

双低
”

油菜高产

保优无公害栽培技术规程
,

确保生产出符合优质标

准的
“

双低
”

油菜籽
。

3
.

3 搞好技术服务
。

农业部门要加强优质双低

油菜品种的引进
、

试验
、

示范和推广工作
,

把好种子

质量关
,

除继续开展相关的栽培技术研究
,

在不同生

态区搞好示范
,

及时迅速的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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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研究推广多用途利用双低油菜如
”

双低
”

油菜

叶喂猪
、

采摘菜苔作蔬菜等 ;加速农田基本建设
,

修

缮沟渠
,

改善冬春干旱缺水的状况
,

为优质高产奠

定坚实基础
。

3
.

4 扶持和引人农产品加工及其商贸企业充当
“

龙头企业
”

的角色
,

加强
“

产前
”

和
“

产后
”

服务
,

而
“

产中
”

由农技部门来服务
,

走
“

企业 + 农技部门
+

农户
”

的产业化发展道路
。

3
.

5 创名优品牌
。

利用成功申报双低油菜无公害

生产基地和双低油菜无公害农产品的优势
,

大力宣

传
,

提高油菜籽知名度
,

拓宽销路和提高经济效益
。

3
.

6 适度发展农产品深加工
。

冕宁县耕地面积

不大且不集中
,

这与平原和盆地有着明显的差别
,

这

也决定了产业发展规模不同于其它地区
。

全县以每

年种植面积 4 0 00 h m ,

(解放后的年种植最大面积为

3 s o o h m ,

)
,

单产 2 7 0 0 k g / h m ,

计
,

年总产油菜籽不过

10 8 0 0t
,

冕宁县有 33 万人 口
,

按我国人均年消费植

物油 10 k g 折合油菜籽 2 5 k g 计
,

全县自消量就达

7 5 0 0t
,

只有 3 3 0 0t 油菜籽进人市场
。

因此在当地建

设一中型加工厂辐射周围县市进行油菜籽深加工
,

减少运输成本就近占领凉山州的植物油市场是比较

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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