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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凉山州优质稻产业化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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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凉山州水稻生产自然环境条件优越
,

是川西南地区主要的生产和高产区
。

充分发挥凉山优质稻

资源得天 独厚的优势
,

大力推进优质稻产业化发展
,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的意义
。

而提高认识
、

全面

规划
、

夯实基础
、

依靠科技
、

优化服务又是凉山发展优质稻的关键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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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

对稻米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优质米需求与市

场供应不足的矛盾 日益突出
。

因此
,

抓住机遇
,

调整

水稻品种结构
,

充分发挥凉山州优质稻资源得天独

厚的优势
,

大力发展优质稻
,

推进产业化发展
,

促进

农民增产增收刻不容缓
,

势在必行
。

1 凉山州稻米产业现状及优势

1
.

1凉山州水稻生产概况

凉山州位于川西南边睡
,

幅员面积 6
.

04 万平方

公里
,

辖 17 个县市
,

总人 口 424
.

32 万
,

有汉
、

彝
、

藏
、

回
、

苗
、

纳西
、

布依等 38 个民族
,

彝族占总人 口 的

44
.

3 6%
,

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

全州地形地貌

以山地为主
,

高低差异大
,

立体气候明显
,

出产十分

丰富
,

是川西南地区主要的粮食生产和高产区
,

而

水稻是凉山州的主要粮食作物
,

亦是种植业的优势

主导产业
,

常年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的 25 % 以上
,

优质稻产业化发展对促进本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

2 优质稻米已形成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近年来
,

通过实施一系列优质稻发展项 目
,

凉

山州优质稻已形成一定生产规模
,

连续十年创历史

最好水平
,

构成了凉山绿色产业的主导产品系列
。

’

200 5 年全州 101
.

8 万亩水稻中
,

主要指标达国标三

级 以上的优质稻面积 74
.

72 万亩
,

占全州水稻面积

的 7 3
.

4%
,

产量 37
.

3 万 t
,

其中
,

国标二级以上优质

稻 51
.

87 万亩
,

按每公斤增收 0
.

2 元计算
,

为农民年

增收 6 7 2 5
.

2 万元
。

优质稻以梗稻居多
,

占 63 %
,

釉

稻占 20 %
,

杂交稻占 10%
,

糯稻和特种稻占 7% 川
。

1
.

3优质稻米品牌市场形象不断提升

凉山州地形复杂
、

气候多样
,

稻 田分布在不同生

态条件下
,

适宜种植的水稻品种 (系 )多
,

属性齐全
。

据统计
,

全州推广的水稻优良品种 40 个
,

其中地方

独特品种和西 昌农科所培育的优质稻品种 14 个
,

引

进品种 2 6 个
。

米质达到国标一
、

二级的优质稻品种

2 0 个
。

有 6 个品种被评为四川省首届
“

稻香杯
”

优质

米
,

5 个品种被评为四川省第二届
“

稻香杯
”

优质米
,

3 个品种被评为省优质米
。

四川省第一届
、

第二届
、

第三届
“

稻香杯
”

优质米常规稻第一名皆为凉山州所

获
。

在西部农业博览会上
,

有 2 个凉山优质米品牌获

金奖
。

200 2 年
“

昌字牌
”

优质米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评为全国首批
“

放心米
” 。

我州生产的
“

越光
”

米还获

得日本有机农产品称号
。

1
.

4 优质稻产业化程度和产业链延伸水平有一定提

高

近年来
,

通过采取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的运作

和相关的政策支持
,

大批州内外农业龙头企业积极

投身凉山农业开发
,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
,

通过
“

公

司 + 农户
” 、 “

公司 + 协会 + 农户
”

等多种经营组合模

式
,

从事优质稻产业化生产
,

并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

络开展产品营销业务
,

使凉山优质稻产品打人了广

大城市市场
,

带动了广大农户发展商品性农业
,

走上

靠特色农业致富的道路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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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绿 色保健无公害产品生产的环境潜力开始发

挥
,

优质稻生产前景可观

凉山州农业开发晚
,

加之经济水平落后
,

农地中

的化肥
、

农药施用量较少
。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标准改变
,

凉山州却因
“

祸
”

得福
,

面临着一次靠无公害绿色食品实现农业

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

不少有远见的商家和投

资者纷纷看好凉山州的优越条件
,

开始在这一地区

发展无公害绿色食品
,

如普格的豪吉鸡精
、

西昌的苦

荞等即是这类产品的捷足先登者
。

可以说凉山全州

都具备发展无公害绿色食品的有利环境条件
,

从而

形成这一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的
“

后发
”

优势
。

目

前凉山州水稻主产县都已建立了无公害优质稻生产

基地
,

并生产 了部分无公害优质稻米产品
,

除了品质

特优外
,

其市场定位和竟争的特殊性是其它产区无

法攀附的
,

真正体现了
“

特中特
” 、 “

优中优
” ”̀ 。

全州

优质稻产业化才刚刚起步
,

可以依托大型农产品龙

头企业打造成为绿色名特优稻米产业
,

为当地脱贫

致富奔小康
,

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
。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
.

1优质稻产业化发展机制不健全

产业链条联结不够紧密
, “

公 司
+ 基地

十
农户

十
技术服务

”

的经营模式机制不健全
,

粘合力不强
,

汀单农业发展不足
,

参与主体尤其是农户的利益无

法保障
,

农户和企业履约率低
,

平均不到 30%
,

全州

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滞后
,

农民不能把握市场和规避

风险 据统计
,

20 05 年全州优质稻订单收购企业 5

家
,

依托优质稻基地 14 处
,

稻米加工数量 巧
.

78 万

t
,

优质米加 r 数量 7
.

59 万 t
。

2
.

2 稻米加工能力不稳定

中小型稻米加工坊资产规模不大
,

加工设备简

陋
,

只能生产低级产品
,

依靠粮源的季节性
、

地区性

差价去森得 市场空间
,

而大型稻米加工企业 由于缺

乏流动资金
、

原料不足
、

管理落后等原因
,

造成先进

的加工设备不能满负荷运行
,

实际生产规模小
,

产

品档次不高
。

2 004 年全州最大的稻米精加工企业攀

星米业有限公司
,

加工量不足 1 万 t
,

而设计年加工

量 为 3 万 ;t 签 汀 了 1
.

5 万亩的优质稻订单合同
,

实

际收到 3 6 o t

3 加快发展优质稻产业化的思路

3
.

1提高认识
,

培育品牌

凉山特色优质稻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应该有新

观念
、

新思路
。

这就要求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
,

将

凉山州放在全省
、

全国甚至世界的范围内进行科学的

评价
,

利用凉山特色选准真正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高

档优质大米产品
,

创建无公害大米和绿色食品品牌
,

按照世界性的绿色消费潮流进行全方位的培育
、

扶持

和打造
,

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优质稻产业群体和优质

品牌
,

使凉山州优质稻借助特色走向世界
。

3
.

2 全面规划
,

分步实施

凉山是一个农业大州
,

立足 当前新农村建设抓

农业
,

必须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

充分利用
“

两线
” 、 “

蕊

江
” “

三带
”

农业资源优势
,

大力发展河谷地带优质稻

产业
,

提高种植业效益
,

推进优势农产品向优势产区

集中
,

构建特色农业发展新格局
。

在凉山州的西昌
、

会理
、

冕宁
、

会东
、

德昌
、

喜德
、

普格
、

宁南
、

越 西
、

雷

波
、

甘洛
、

盐源
、

昭觉共十三个县市的优质稻优势区

域内建立
“

安宁河流域高档优质梗稻区
”

、
“

安宁河流

域高档优质釉稻区
” 、 “

高寒优质稻区
”

和
“

地方特种

稻区
” ,

发展国标三级以上的优质稻及优质地方特种

稻 10 0 万亩
,

其中国标二级以上优质稻 8 0 万亩
,

地

方特种稻 2 0 万亩
’ 妈’ 。

在安宁河谷等经济社会条件

好
、

资源利用多宜性强的地区
,

优质稻要相对集中发

展
,

形成特色产品的规模生产
。

打破过去的
“

一乡一

品
” 、 “

一县一业
”

式小农经济特征的传统土特产生产

格局
,

建立具备可操作性的成片成带品种规范化现

代农业模式
。

在优质稻品种的筛选上
,

大力发展优质

梗稻
,

做到
“

人无我有
” 、 “

人有我优
” ,

形成关联度高
、

价值链长
、

支撑力强的优势产业新格局
。

3
.

3 依靠科技
,

提质增效

在实用技术推广应用方面
,

加强各级农技人员

的知识更新和再教育培训
,

全面提高服务能力 ;对种

粮大户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 密切和全国有关科研院

所
、

兄弟地区的技术交流
、

学习与合作
,

特别是与我

州当地的
“

西昌学院
” 、 “

西昌农科所
”

在良种
、

良法等

方面的横向联系
。

通过各种渠道
,

提高凉山优质稻

无公害产业开发的科技含量
。

在优化品种布局方面
,

我州优质稻品种的储备

还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化生产的需求
,

必须按照优质

稻国标
,

做好现有品种的鉴定
、

筛选
、

提纯复壮
,

抓好

优质稻新品种
、

新品系
、

新组合的引进
、

鉴定
、

筛选
、

试验
、

示范工作
,

建立健全良种繁育中心
,

为优质稻

产业化生产提供创新种质
、



第 3期 李 军 :加快凉山州优质稻产业化发展的思考

在实行标准化生产方面
,

应以市场为导向
,

中

心示范片为样板
,

规模化
、

规范化种植
,

无公害生

产
。

实施
“

良种
、

良法
、

良制
、

良壤
、

良灌
”

配套
,

组装

优质稻无公害高产优化栽培配套技术及其生产技

术体系
。

大力加强生态农业建设
,

改善农田生态环

境和农用灌溉水质
,

大力推广生物有机肥和高效低

毒生物农药的使用
,

重视发展生态有机农业
,

提高

农产品的品质和档次
,

牢固树立
“

以品质求生存
,

以

品牌求发展
”

的发展思路
,

实现凉山州优质稻米生

产的可持续发展
。

3
.

4 改善条件
,

夯实基础

凉山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

距现代化

农业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
。

尤其是凉山州水资源分

布时空不均
,

早季长
,

严重影响了对当地光热
、

土地

资源的利用
,

制约了优质稻产业的深度开发
。

对此
,

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更多的投人
,

围绕农业部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九大行动
” ,

开展好农产品检

验
、

农药残留及土壤肥力监测
、

农业服务人员和农

户培训
,

促使凉山优质稻产业向现代精细农业和无

公害农业的方向转变
。

3
.

5 优化服务
,

支持发展

凉山优质稻产业发展
,

必须从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目标出发
,

统筹城乡发展
、

统筹区域发展
,

着

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和专合组织
,

加快农业产业化

经营
,

构建凉山优质稻精深加工产业集群
,

形成以农

户为主体
,

以基地为载体
,

以市场为导向
,

以企业为

核心
,

以经济效益为纽带的利益共享
、

风险共担的组

织形式和经营机制
。

重点扶持
、

培育
、

壮大我州四大粮食加工龙头企

业
,

特别是攀星米业有限公司
,

提高生产
、

加工
、

销售

一体化服务能力
,

推进产业化进程
。

在产品销售方

面
,

要通过政府有关机构牵线搭桥
,

使特色产品为外

界了解和顺利通往市场
。

企业要通过科研
、

教育
、

推

广多方合作
,

把生产基地办成农业高科技产品应用

的示范园区
。

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
,

在财政
、

税收
、

信贷贴息等方面制订优惠政策
,

为龙头企业的发展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确保我州优质稻米产业快速

发展
。

富民增收
,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着力点
。

通过以上措施的落实
,

凉山 100 万亩优质稻将年收

获 5 0 万 t 稻谷
,

生产 35 万 t精米
,

新增产值 1
.

37 亿

元
,

达到农民增收
、

农业增效
、

企业增利
、

服务增酬
、

国家增税的 目的
。

因此
,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坚持用

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
,

用市场化的思维抓农业
,

增强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
,

以落实惠农政

策措施为抓手
,

以建成的四川省最大优质稻生产基

地为依托
,

大力推动优质稻增收工程
,

全力推进优质

稻产业化发展
,

构建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

注
:
此稿受到阮俊研究员和蔡光泽教授的悉心指导

,

本人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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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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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污染可达距公路 25 0 米范围
。

4 结论及建议

公路两侧土壤及植物体内存在着重金属污染
,

在复层结构林地
,

由于各层植被的阻挡
、

滞尘富集作

用
,

重金属污染主要集中在公路两侧 20 米范围内
,

在 4 0 米以外影响很小 ; 少林地对公路上产生的重金

属污染有一定的防治功能
,

但效果明显不如复层结

构林地 ; 在无林地重金属在公路两侧近距离处污染

相对较小
,

但污染范围明显扩大
,

不利于净化处理
。

根据公路旁复层结构林地
、

纯林地与无林地重金属

污染特点比较
,

可知在公路两侧通过建立复层结构

防护林带能有效控制重金属污染范围
,

建议在建立

防护林带时宽度最好在 40米左右 ;绿化植物选择枝

叶浓密
、

生长快
、

生物量大对重金属富集量高的树种

如
:
泡桐

、

水杉
、

悬铃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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