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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优质小麦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吴盼盼

（山东省滨州市种子管理站，滨州 256600）

摘要：滨州市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引进强筋小麦品系，至今已有近 30 年的优质小麦种植历史，在发展优质小麦产业

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几种比较成功的推广模式；为了加快推进全市优质小麦的规模化种植，结合当前滨州市优质小麦发展现

状，对今后全市的优质小麦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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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位于山东省北部、黄河三角洲平原腹

地，常年小麦播种面积为 26 万 hm2 左右，是山东省

重要的小麦产区。根据我国小麦品质区划方案，滨

州属于“黄淮北部强筋、中筋麦区”，适宜发展优质

中、强筋小麦 [1]。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引进强

筋小麦品系，至今已有近 30 年的强筋小麦种植历

史，在发展优质小麦产业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宝

贵的经验。本文将重点介绍滨州市发展优质小麦产

业的几种成功模式以及未来的发展建议，希望能为

其他地区的优质小麦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1　优质小麦推广种植历史
自 1991 年起，滨州市先后引进 PH82-2-2、

PH85-16 等强筋小麦品系，1997 年优质小麦推广面

积达 3000hm2。1998 年仅阳信县优质小麦推广面积

就达到 1 万 hm2，同年阳信县被原农业部评定为全

国优质小麦示范县和优质小麦品种筛选基地。1999
年滨州市开始大力推广强筋小麦品种济南 17 号，

此后，济南 17 号一直是滨州市邹平市、博兴县的小

麦主推品种，近几年该品种的推广面积一直稳定在 
2 万 hm2 左右。2006 年滨州市开始引进强筋小麦品

种师栾 02-1，该品种综合指标跻身国际先进水平，

是目前我国品质最好的强筋小麦品种之一。由于该

品种的推广与滨州泰裕麦业有限公司小麦深加工有

效结合，推广面积得以迅速扩大，目前在滨州市的推

广面积常年稳定在 2 万 hm2 以上。

2　发展优质小麦产业的几种成功模式 
2.1　小麦加工龙头企业带动型　滨州泰裕麦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裕麦业）是一家集优质小麦良

种繁育、种植、收购、储存、深加工于一体的能源节

约型、循环经济型、精深加工型企业，被原农业部授

予“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示范企业”，被山东省人民政

府授予“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年加

工小麦 100 万 t[1]。按照“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订

单农户”的管理模式，采取统一供种、统一播种、统

一施肥、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加价 10% 收购的“五

统一”生产模式，推行“免费供种、免费播种、免费运

输”的营销模式 [2]。目前已建成百万亩优质小麦生

产基地，年产优质麦 40 多万 t，辐射带动近 20 万农

户，与种植普通小麦相比，每 667m2 增收 220 元 [1]，

调动了基地农民种植优质小麦的积极性，既保障了

小麦品质，也保障了公司原料供给。

同时，充足的原料供给促进了企业产品的深度

研发，泰裕麦业通过小麦产品深加工，实现了小麦加

工“下脚料”酿造酒精→酒糟进行养猪→养猪粪便

发酵沼气→沼渣沼液再去培肥地力，实现了全产业

链循环。公司在面粉加工基础上向一产、三产延伸，

形成“高端育种、订单种植、仓储物流、初加工、深加

工、废弃物综合利用、生态养殖、蔬菜种植、食品加

工、营销餐饮商超服务”十大板块的三产融合、绿色

循环产业链条。各环节互为源头、互为终端，实现了

“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的模式。

2.2　优质小麦种子公司带动型　济南 17 号在邹平

市自 1999 年示范推广至今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种植

面积稳定在 2 万 hm2 左右，占全市小麦面积的 40%，

主要集中在长山、高新、焦桥、孙镇、韩店、明集等 6 个

镇，已成为邹平市小麦生产中的高产优质当家品种。

邹平新大地种业有限公司是济南 17 号在邹平市的

经营商，为该品种的推广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示



地方种业 412021年第１期

范带动，结合公司繁种示范半精量播种关键技术，改

变了大播量播种习惯。二是基地辐射 [3]，该公司在济

南 17 号繁种基地村推广半精量播种、一喷三防、氮

肥后移等关键技术，实现了良种良法配套；及时组织

多次现场观摩会，使济南 17 号及其栽培技术的推广

迅速辐射到了周边村庄及部分乡镇。三是大面积推

广，在前期试验示范的基础上，在农业主管部门的引

导下，公司把济南 17 号向全县推广，推广面积逐年上

升，实现了规模化种植。邹平市虽然没有专门的优

质小麦加工企业，但大大小小的济南 17 号商品粮收

购网点星罗棋布，解决了优质小麦销路问题。

2.3　粮食收储龙头企业带动型　粮食收储企业是

粮食加工企业与农户之间重要的纽带，在推动优质

小麦产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邹平市孙镇

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孙镇

驻地，公司下辖孙镇库区、明集成家库区、码头库区

3 个收纳库，总仓容（含租赁）3.15 万 t，日清理干

燥粮食能力达到 1000t，能为 2000~3333hm2 的粮食

种植户提供“烘存销”一体的现代化粮食产后服务。

该公司还成立了邹平市圣金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以明集镇 4000hm2 优质耕地资源为依托，大力发展

优质原粮种植，按照“自愿加盟、订单销售、利润分

成”的合作方式，打造了明集高端食品原粮种植基

地，全部种植强筋小麦济南 17 号，实现了一镇一品。

3　滨州市优质小麦发展建议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优

质专用小麦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结合滨

州市优质小麦产业发展现状，对今后滨州市优质小

麦产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3.1　积极开展宣传培训，普及优质小麦知识　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开展各种培训班，宣传种植优

质小麦的优势及优质小麦品种和配套技术，特别是

在优质小麦的种植区域，普及优质小麦生产知识，提

高农民对优质小麦的认识 [4]。

3.2　建设优质小麦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　针对目

前全市优质小麦品种单一的现状，根据国家和省优

质小麦品种审定情况，及时做好新品种展示示范和

评价工作，遴选出最适宜当地生产的优质高产小麦

新品种，引进更多的优质小麦新品种。

3.3　建设规模化优质小麦良种基地　加大政府财

政投入力度，依托小麦育种企业和省级优质小麦区

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和完善高标准优质小麦种

子生产基地，保障优质小麦供种质量，从源头上保证

优质小麦的品质。

3.4　规模化推进优质小麦生产示范区　依托粮食

生产功能区，统筹规划，在充分尊重农民种粮自主性

的基础上对农户进行合理引导，使优质小麦成方连

片集中种植，发挥规模效益 [1]。实行统一供种、统一

耕种、统一防治、统一肥水、统一机收，集中打造优质

小麦生产示范区，保证小麦品质。

3.5　规模化推进与订单农业相结合　优质小麦规

模化种植可以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品”，实现

专收、专储、专用。订单农业可以降低种植户风险，

同时提高种植户落实关键栽培技术的积极性，从源

头上保证优质小麦品质的稳定性。规模化推进与订

单农业相结合，不仅可以保证足量生产，满足加工企

业大量采购的需求，易于形成市场中心，搭建顺畅销

售渠道；还可以保证品质和生产的稳定性，提高订单

农业的履约率，实现优质小麦规模化生产 [4]。

3.6　发展壮大当地优质小麦加工业　通过完善产

业链，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发展壮

大现有龙头企业，或通过招商引资引进面粉制品加

工企业，利用当地优质小麦原料和劳动力资源丰富

的有利条件发展食品加工业。鼓励企业选用当地小

麦原料，优质优价，提高农户种植优质小麦的积极

性，促进企业与农户互利共赢，进而实现优质小麦的

产业化生产。

滨州市种子管理部门将加大优质小麦宣传力

度，强化专家技术性指导和技术培训，积极引进、展

示优质小麦新品种，加快新品种推广，促使科技成果

尽快转化。同时，协同当地优质小麦育种、加工和收

储企业，加快推进全市优质小麦的规模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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