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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县优质稻生产现状及发展思考
裴　刚　史建中　郝　莉　梁小军　张爱民

（陕西省勉县种子管理站，勉县 724200）

摘要：对勉县优质稻生产及其产业化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发展优势进行调查研判和总结分析，提出了在充分利用发展

优势的前提下，抢抓政策机遇，主动迎合市场需求，实施目标考核，以基地建设为前提，强化技术推广，重视质量标准，做大做响

品牌，壮大龙头企业等发展对策来强势推进勉县优质稻米产业健康、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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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县位于汉中盆地西端，北依秦岭、南垣巴山，地

处我国南北过渡地带，是陕西省主要的优质稻米生产

基地及外销基地，也是全省水稻高产创建先进县。近

年来，勉县持续推进优质稻生产及其产业化发展，促

进了农民增收和稻米生产加工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

壮大，但在生产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和

制约了优质稻生产效益提升及产业化进一步发展。

1　优质稻米发展现状
1.1　种植生态环境优越，稻谷品质优势较强　勉县

常年种植水稻约 1 万 hm2，平坝浅丘陵区为水稻主

产区，面积约 0.67 万 hm2。从种植分布看，勉县水稻

种植区集中分布在海拔 530~900m 之间的平坝及丘

陵地带，是我国稻作区划中同一经度中籼迟熟杂交

稻种植的最北缘，在全国稻作区划中属川陕盆地单

季稻两熟亚区，年平均气温 14.2℃，平坝地区年降水

量 841.3mm，无霜期 239d，宜于水稻生长的 4-9 月，

年≥ 10℃的积温 4427℃，水稻生长期日照时数达

1680h，占全年的 87.6%，气候温暖湿润，十分有利于

水稻生长 [1]。县境内汉惠渠和北干渠东西相连，水量

丰富，水质较好，水利设施较完善，90% 以上为自流

灌溉。国家农业部环境质量检测中心（西安）对勉县

老道寺、新街子、周家山、定军山等水稻主产地的空

气、土壤、灌溉水检测，结果完全符合 NY/T391—2000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条件。西北农大优质米气候生态

区划研究室经过多年研究认为：包括勉县在内的汉

中平坝丘陵稻作区在水稻灌浆结实期间（8 月中旬

至 9 月下旬）日平均气温 23~24℃，日平均太阳辐射

量大于 16MJ/m2，平均相对湿度 80.67%，3 个指标均

达到了生产一级优质籼型稻米所要求的气候生态条

件，为全国最佳优质籼型稻米生态区之一 [2]。

1.2　品种布局合理，优质化程度高　近年勉县优质

稻主栽品种以丰优香占、宜香 725、内 5 优 5399 等

品种为主，按照米质等级分三大类：一类是高档优质

稻，如丰优香占、黄花占等品种，年种植面积 54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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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每 667m2 平均产量 450kg，产量低但米质优，

所有指标均能达到部颁优质米 1~2 级标准；二类是

优质稻，如内 5 优 5399、宜香 725 等品种，年栽培面

积 0.5 万 hm2 左右，平均产量 600kg，产量比较理想，

米质大部分指标能达到部颁二级标准；三类是一般

稻，如内香 8518、内 5 优 39 等品种，年种植面积在

0.35 万 hm2 左右，平均产量 620kg，产量高，米质指

标部分能达到部颁二级标准。

1.3　绿色无公害生产技术推广有力，稻谷优质优价

效益高　县农技部门制定了绿色无公害生产技术规

程，积极示范推广绿色无公害生产技术，至 2015 年

底，全县共认证无公害生产基地 2 个，共 1133hm2，

认证绿色食品稻米生产基地 4 个，共 2733 hm2，分布

在 6 个镇 35 个村，19 个产品获得使用绿色食品标

志资格，老道寺镇、新街子镇无公害生产基地被陕西

省农业厅命名为陕西省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1]。在

抓基地认证的同时，企业委托县农技部门负责基地

生产管理，按照“公司 + 基地 + 科技”模式开展订单

生产，2013 年已达到 0.35 万 hm2，订单稻谷实行优

质优价，单收单储，对等加价收购。2014 年勉县种

植的黄花占优质稻谷收购价已达 3.3 元 /kg，创历史

之最；其他如宜香 725、内 5 优 5399 等优质稻收购

价格高出普通稻谷 10%~15%，优质水稻种植的比较

效益逐年增长。

1.4　优质稻米加工企业产业带动能力较强，市场营

销活跃　全县有生产加工销售型稻米加工企业 23
家，2016 年加工稻谷 11850.0 万 kg，加工大米 8169.0
万 kg，其中 90% 外销。31 家产业带动企业中，注册

了 18 个企业商标，128 个稻米注册品种，18 家企业进

行了 QS 质量安全体系认证。稻米加工龙头企业的

蓬勃发展，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逐步形成了农

民建基地抓产生、农技部门抓示范促推广、龙头企业

加工销售的产业化发展格局。优质米产品远销甘肃、

宁夏、武汉、西安、长沙等大中城市，深受好评。

2　存在问题
2.1　品种多乱杂，优质品种种植面积偏小　勉县目

前市场上的水稻品种多达 120 多个，以丰优香占、宜

香 725 为代表的高档优质稻品种种植面积并不占优

势。同时，种子市场全面放开，水稻品种更新换代快，

品质良莠不齐，大田生产布局相对集中统一较难。

县农业部门确定的水稻主推品种和搭配品种的推广

布局，意见落实不到位，农户购种随机性很大，优质

品种更是难以集中种植。

2.2　发展优质稻认识不到位，市场认可度不高　一

些干部群众对优质稻生产发展认识不到位，满足于

现状，特别是当前农业作为弱势产业的现状下，发展

优质稻在诸多涉农政策、项目扶持、技术支撑上没有

更多的倾斜。与此同时，优质稻收获后在市场上价

格优势不明显，仍表现为优质不优价，市场认可度较

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十

分不利于优质米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2.3　生产成本逐年走高，优质稻种植效益趋于下降　

水稻种植农事环节多，投工投劳多，加之不可抗拒因

素多，单位面积纯收入非常低。2013 年勉县农业部

门调查测算，种植 667m2 水稻农资投入、劳动力成

本、动力成本（机械收割、收运）共 1234.2 元，按水稻

常规产量 600kg/667m2 和稻谷市场收购价 2.8 元 /kg
计算，总收入 1680 元，扣除成本纯收益仅 445.8 元

/667m2，相比较种植蔬菜以及其他经济作物收益基

本不占优势。而且农资、劳动力成本依然呈上涨趋

势，种植效益趋于下降。

2.4　自然灾害频发，水稻生产抗灾能力差　水稻生

产的 4-9 月也是勉县一年中自然灾害最多的时段。

2009 年 4-9 月长期阴雨寡照，积温不足，水稻结实

率和千粒重的双双下降及病虫害的偏重发生导致当

年水稻减产 [3]。2014 年 9 月上中旬连续降雨是常

年同期的 2 倍，田间积水不能顺畅排出，收获推迟，

水稻倒伏、谷粒发芽和霉变等随处可见，稻谷品质受

影响较大。稻管蓟马在 2005 年前在勉县只是零星

发生，至 2018 年已在全县普遍发生，防治难度大，严

重的造成颗粒无收。自然灾害的频发和极端天气的

影响对水稻生产造成的不稳定因素日益俱增。

2.5　水稻机械化生产水平低，规模种植不够　机

械化生产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

产成本。目前，勉县水稻机械化育秧、插秧不到

333.3hm2，仍处在示范阶段。机械化作业受制于灌

溉条件和立地条件，同时水稻种植品种不统一、管理

不一致，大面积机械作业受阻；再加之水稻插秧、收

获机械价格动辄二三十万，少则六七万，农机补贴有

限，农民只能“望机兴叹”。另外，当前多项强农惠

农补贴多是由土地派生，同时土地税费负担降低至

零，留住土地有利无害，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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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大户也因过高的流转费用和对土地流转纠纷的

担心而有投入上的顾虑，土地流转规模小，集中连片

规模种植的少，机械使用效率不高 [4]。

2.6　绿色无公害技术推广力度有待加强，稻米品质

有提升空间　由于绿色无公害生产技术和环境要求

高于普通种植，且消费者对绿色无公害大米在一定

程度上持怀疑态度，没有相对应的市场价格，没有体

现优质优价，农户采用绿色无公害生产技术的积极

性也大受影响，绿色无公害生产技术还未能全部或

有效落实到生产过程中。同时，为降低生产成本，使

用的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没有达到或完全达到

绿色无公害标准；另外，虽然农技部门制定了绿色无

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但从整体上看，绿色无公

害生产技术到位率低，也影响稻米品质。

3　优质稻米生产发展优势
3.1　自然生态优势　勉县充沛的温、光、水、气等气

候资源完全能满足优质稻生产的需要。在水稻种植

区划上，整个汉中都是我国籼稻种植最北缘，昼夜温

差大，干物质积累多，有利于生产优质稻，创造高产。

“杂交稻之父”袁隆平先生曾赞盛“汉中是生产优质

米的好地方”，勉县作为汉中主要的水稻种植大县，

占有天时和地利的良机。

3.2　种植技术和科技力量优势　勉县水稻栽培技

术成熟，水稻温室两段育秧、旱育两段育秧，大田“三

绳五行”插秧、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全程综防等技术

措施应用广泛，效果良好。县内适宜优质稻种植的

老道寺、新街子等镇的种植面积占全县水稻面积的

78.6%，种植区域相对集中，群众总体文化素质较高，

接受新事物、新技术能力较强。2014 年老道寺镇水

稻高产创建百亩核心攻关田，每 667m2 最高理论产

量达 867.07kg ；2013 年新街子镇万亩示范片平均

产量 683.4kg，居全省第一，而同期全县平均产量为

599.9kg，科技支撑作用明显，增产空间较大。2014 年

勉县水稻全程机械化示范种植，每 667m2 平均产量

达 600kg，节约人工费用 150~200 元，水稻全程机械化

农机农艺组装配套技术成熟，大面积推广没有技术问

题。全县县、镇、村农技推广体系健全，农技干部技术

指导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农业科技支撑能力较高。

3.3　区位优势和产业化优势　勉县是国家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涵养区，区位生态优势独特。

境内交通便利，有利于现代农业物流发展，更方便优

质稻产能储运、加工和销售。全县有一定规模的稻

米加工企业在生产能力、市场营销、品牌创建、企业

利润等各方面都健康发展，汉王米业、定军米业的稻

米产品获“全国放心米”称号，建兴农业的“汉谷源”

产品曾荣获中国长沙优质米评选金奖。2014年6月，

在汉中第一届优质米品评会上，勉县 3 个品种获奖。

3.4　政策优势及消费现状　从2013年开始，勉县已

明确提出实施优质粮油增产工程，建设近 1 万 hm2 

优质水稻生产基地，培育壮大建兴农业、定军米业、

鑫科米业等稻米加工重点龙头企业，提升深加工档

次和综合生产能力。《陕西省新增 25 亿 kg 粮食生

产能力规划》（2011-2020 年）和汉中市《新增 2 亿

kg 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11-2020 年）中都对粮

食生产提出了总体目标、技术路线及保障措施；同

时，国家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

利好政策不断出台，惠农资金持续增加，“米袋子”

省长负责制进一步落实，都将为粮食生产注入新的

活力。勉县作为规划实施中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

正蓄势待发。

稻米是我国 65% 人口的主要生活口粮，虽然人

均稻米口粮消费量呈下降趋势，但长远看，随着人口

的增加，稻米的总需求量会稳中有升。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推进农

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实现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为发展优质米给了坚实的政策导向。人民生活

水平的日益提高，优质米的需求将会不断提高，从而

带动优质稻生产和发展速度加快 [2]。

4　发展对策
4.1　统一发展思路，实施目标考核，加快优质稻产

业发展速度　充分认识勉县优质稻生产发展优势所

在和不利因素，趋利避害，树立大力发展优质稻的信

心，全县上下要统一发展思路，抢抓政策支持机遇，

用足用活优势条件，因地制宜，脚踏实地，制定发展

规划，建立一个涉及农业、水利、质检等多部门统一

协调的优质稻生产发展领导机构，把优质稻生产发

展从基地建设、技术推广、标准化生产、企业加工、市

场推介流通、品牌发展战略等统筹协调，从基础抓

起，制定工作措施，落实工作责任，实施目标考核 [5]。

另外，对刚刚成立的勉县优质稻米产业协会给予政

策、资金支持，扶持壮大协会发展，促进优质稻米产

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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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狠抓基地建设，强化技术培训，提高优质稻的

科技含量　基地建设要立足发挥资源优势，突出特

色，划定优质稻生产基地，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加大

对优质稻生产基地建设的投入，进一步改善基地生

产条件，做到路相连、渠相通，路、渠、田相嵌相融。

县农业部门要多层次、全方位培训基地农民，开展专

项培训，在方法上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与重点

相统筹，长期与短期相兼顾，着力抓好优质稻生产从

品种选择到田间收获整个过程的技术培训和指导，

全面提高基地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以提高优质稻

生产的科技含量。

4.3　重视品种引进，制定质量标准，提升优质稻质

量水平　良种是农业生产的关键。农业部门要加

大中高档优质稻品种的引进力度，通过试验示范筛

选推广高产、优质的水稻品种，同时把“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发展与优质稻基地建设相结合，达到品

种布局的区域化、规模化。充分发挥勉县优质稻米

产业协会的作用，在执行国家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结

合勉县实际，尽快制定完善勉县优质大米质量标准

体系、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体系和标准化技术推广三

大体系，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实施质量追溯制度，建

立质量追溯体系，用以指导生产、加工等环节，切实

提高优质米质量。

4.4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持续增强

勉县优质稻的市场竞争力　政府要在稻米加工龙头

企业用地、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予特殊的优惠，为企

业发展壮大创造宽松优越的环境。在重点龙头企业

申报、项目争取、基地认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倾斜。

2015 年 11 月，“汉中大米”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认证，成为全省首个主粮产品地理标志和全省唯一

的整市推进地标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是国际公

证的知识产权和国家主推的品牌战略，汉中大米被

认定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不仅提升了汉中大米市场

知名度，也对勉县加快优质稻米发展，增强市场竞争

力和占有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树品牌、创

名牌，把勉县及汉中优质稻米在质量上做优，效益上

做强，规模上做大，品牌上做响。同时继续组织实施

好加工企业走出去战略，积极参加全国性产品展销

会、博览会，扩大企业知名度和产品认知度。

4.5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进科技进步，形成优质

稻产业发展合力　根据目前勉县优质稻米产业发展

现状，结合今后发展目标，制定出土地流转、基地建

设、生产加工、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优惠政策，激

励社会各个行业参与优质稻的生产和产业发展。特

别是在土地流转方面给予高度关注，实行政策倾斜

和扶持奖励，以利于实现机械化、规模化。县农业部

门围绕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确定合理的技

术路线，形成高产优质、绿色无公害的标准化栽培技

术，要在提高单产、改善品质上下功夫，在农机农艺

结合上下功夫，提高机械化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

升科技支撑能力。同时，将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

的项目引入到优质稻米产业中，深加工碎米、米糠等

副产品，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以拓展产业发

展空间。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科技支撑，适度超

前的科技应用和健全的农技服务形成合力，促进优

质稻米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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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科所 10 位专家入选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专家指导组成员
近日，农业农村部在京召开了种植业专家指导组工作

会议，向水稻等 8 个指导专家组 201 位专家颁发了聘书。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10 位专家受聘担任专家

组成员，入选人数居全国科研院所第一位。

在专家组名单中，作科所万建民院士任水稻专家指导

组组长；常旭虹副研究员为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李少昆研

究员任玉米专家指导组副组长，马兴林研究员为专家指导

组成员；韩天富研究员任大豆专家指导组组长，吴存祥研究

员为专家指导组成员；刁现民研究员任小宗粮豆专家指导

组组长，宗绪晓研究员、张京研究员、任贵兴研究员为专家

指导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