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熟市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钟卫国, 华建峰, 季向东, 王雪刚, 苏月红, 王小虎 ( 江苏省常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常熟215500)

摘要  分析了常熟市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的现状、制约因素以及优势 , 提出了发展优质稻米产业的途径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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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是常熟市传统产业之一 , 在常熟市农业生产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在当前确保粮食安全的新形势下 ,

进一步依靠科技, 提高水稻综合生产能力, 加快优质稻米生

产发展 , 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常熟市水稻生产的现状

1 .1 水稻种植面积趋于稳定 常熟市水稻种植面积从2000

年的3 .59 万hm2 , 到2004 年下降到2 .49 万hm2 ,2005 年水稻

面积有所回升, 预计今后几年水稻种植面积将保持在2 .47

万hm2 以上。

1 .2  优质水稻品种比例逐年提高 水稻品种出现了由高产

型向优质高产型的转变。在加快优质高产品种推广的过程

中, 尤其加快了优质杂交粳稻的推广速度, 提高优质杂交粳

稻推广应用面积,2006 年优质杂交粳稻种植面积占水稻总面

积20 % 左右。

1 .3  水稻生产推行标准化 水稻生产正在由传统型向标准

化生产转变 , 全市已有17 个稻米产品通过了江苏省无公害

农产品认证, 制订了多个无公害优质稻米生产技术规程和无

公害生产地方标准。

1 .4 水稻生产正逐步实现机械化  水稻生产省工、节本轻

简技术推广应用, 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 水稻机械化收割面

积达到60 % 以上。

1 .5 水稻产业化开发不断深化  水稻种子经营、稻米经营

正在由传统方式向产业化经营方式转变。依托无公害生产

基地, 实行品牌经营, 全市水稻产业化开发已初具规模。

但是, 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还存在着区域间优质品种推

广跟不上发展的步伐, 规模化种植面积小, 经济效益低, 农田

基本设施陈旧老化, 抗灾能力弱, 在广大农户中无公害生产

意识薄弱, 思想观念和有关措施还跟不上等, 阻碍了水稻产

业化进一步发展。

2  发展优质稻米产业的制约因素

2 .1 优质高产品种( 组合) 推广速度慢  虽然常熟市优质稻

品种已有一定种植面积 , 但所占比例还不高, 尤其是优质杂

交粳稻的种植比例还很低, 推广速度缓慢。

2 .2 规模化生产布局尚未形成  目前, 常熟市水稻生产布

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化发展, 存在着品种多、乱现象 ,

种植的水稻品种较为复杂, 种植规模小而散, 规模连片种植

比例较低, 没有真正达到品种布局合理和生产优势区域布局

协调的格局 , 尚未形成规模化的连片种植基地 , 不利于发挥

水稻生产的区域优势, 同时也很难实现水稻生产标准化,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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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证优质品种形成优质的原粮。

2 .3  稻米质量安全难以保证  首先表现为环境污染。水稻

生产受水环境影响较大 , 尤其是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污染, 工

业排污, 生活废水 , 化肥和农药过量施用等, 造成灌溉用水污

染, 致使稻米品质下降。其次 , 无公害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

缓慢, 一些高毒、高残留的农药仍在使用。还有投入品不能

满足无公害生产的需要, 生物肥料, 有机、无机肥料, 生物农

药, 低残留无毒农药等无公害投入品的开发还不能满足大面

积无公害生产的需求。

2 .4 稻米商品率低, 产业链短  稻米作为主要的口粮作物 ,

常熟市广大农民基本上以自产自用为主, 市场销售比例较

低, 稻米加工企业以小型、分散、低水平居多, 加工稻米的产

业链短, 深加工产品少, 造成稻米综合效益低 , 产业经济总量

相对较小 , 从而难以形成集团化的大型加工企业。在品牌开

发上, 还没有形成优势主导品牌, 市场占有率低。中、高档无

公害稻米品牌少, 竞争力不强。同时产销衔接不紧密, 组织

化程度低, 优质、优价和订单生产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和落实。

2 .5 机械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近几年来, 常熟市水稻

生产机械化程度虽然有了提高, 机械化收割面积占60 % 以

上, 但水稻种植机械化程度仍然很低,2006 年机插机播面积

占15 % , 已成为制约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瓶颈”。

2 .6 农田基础设施陈旧老化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

足, 设施老化, 对自然灾害和异常气候的抵御能力下降, 已不

能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的需要。

3  常熟市发展优质稻米产业的优势

3 .1  自然资源优势 常熟历来被称为“渔米之乡”, 以盛产

优质大米而享有盛誉。常熟市地处长江中下游, 属亚热带气

候, 年平均气温15 .5 ℃, 年日照时数2 202 .9 h , 年降雨量1 038

mm, 无霜期242 d。4 ～9 月份农作物茂盛生长期间日照充足,

温度适宜, 雨量充沛。全市水面面积1 .73 万hm2 , 水资源丰

富, 优越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水资源条件为该市水稻生产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3 .2  品种优势  在《常熟市2006 年至2008 年农业发展规

划》中提出, 要加快发展优质杂交粳稻 , 到2008 年优质杂交粳

稻种植面积占水稻总面积的35 % 以上, 大力推广由常熟市农

科所育成的常优系列杂交粳稻组合。目前 , 常优1 号正作为

主要推广品种, 成为苏南稻区主栽杂交晚粳稻品种。

3 .3 区位优势和流通贸易优势  常熟市地处苏南发达地

区, 该地区广大居民对大米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高档

优质大米正逐步取代一般品质的大米。该市水陆运输条件

便利, 除满足当地居民消费外, 还可直接输往上海、浙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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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城市, 运输贸易成本比东北大米低得多, 竞争力更强。

3 .4  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已初见成效 2006 年常熟市常优

系列杂交粳稻推广面积在0 .4 万hm2 左右, 已形成支塘蒋巷、

古里坞丘、尚湖王庄等优质杂交粳稻生产基地。到2008 年预

计种植面积达0 .87 万hm2 以上, 为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奠定

了基础。

4  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的目标和途径

4 .1 目标  本着集中连片、规模开发的原则, 以市场为导

向, 以布局优化、品种优化、质量安全为主线, 以产业化链式

开发为突破口, 加快发展优质杂交粳稻。重点建设标准化无

公害优质稻米生产基地 , 实行全程质量监控, 做大做强龙头

加工企业和优质稻米品牌, 加快提高常熟市优质稻米产业整

体水平 , 提高优质米市场竞争力。

4 .2 加快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的途径

4 .2 .1 区域化布局。选择生态条件好、生产规模大、市场区

位优、技术力量强、产业化基础好的乡镇作为产业化开发的

优势区, 通过优势整合, 聚集基地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资

金优势、品种科技优势及企业品牌优势 , 进行统筹规划, 全面

推进。

4 .2 .2 建立优质杂交粳稻核心示范区。在支塘蒋巷、古里

坞丘、尚湖王庄等条件相对较好、技术力量较强的乡镇建立

连片的常优系列杂交粳稻核心示范区。

4 .2 .3 建立优质稻米产业带。通过核心示范区的建设, 带

动辐射周边乡镇, 形成全市优质稻米产业带。

5  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的重点

5 .1  新品种( 组合) 的推广  继续加强优质新品种( 组合) 的

选育、引进、试验、示范推广, 加快示范推广常优系列杂交粳

稻组合。

5 .2  推广优质无公害高产栽培技术 推广病、虫、草害、无

残留防治技术, 使用高效、低毒、无( 少) 残留杀虫剂及新型生

物农药, 优化肥料使用结构及运筹技术 , 平衡施用氮磷钾等

大量元素, 改进氮肥施用方法。

5 .3 加强基地建设 选择基础条件好、技术力量强的单位 ,

建设常优系列杂交粳稻制繁种基地, 确保大面积生产用种的

质量。核心示范区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农田排灌体系和

交通道路建设, 增施有机肥和生物肥, 创造优良品种生长发

育的最佳土壤环境, 实行优良品种连片布局, 统一社会化技

术服务和机械化作业 , 统一收购、加工、分收、分贮, 保证稻米

品质。

5 .4  推广机械化种植技术 重点开展水稻机插秧技术的应

用推广 , 加强农机与农艺措施的紧密结合。

5 .5 优质稻米品牌的创建与市场开拓

5 .5 .1 整合稻米加工企业。针对目前常熟市稻米加工企业设

备落后陈旧, 小型分散的现状, 通过机制创新, 组建大型的、设

备先进、工艺先进、有规模、有销量、有实力、有生命力的优质稻

米加工企业。在核心区或示范区, 集中培育1～2 家拥有进口

稻米生产线, 年加工能力1 万t 以上的大型加工企业。

5 .5 .2 提高稻米加工工艺。提高稻米精加工工艺水平 , 开

发稻米分级包装和保鲜处理技术 , 提高稻米产品科技含量和

外观商品品质, 提高常熟市稻米加工整体水平 , 为创立品牌

创造基础条件。

5 .5 .3  稻米品牌的创建与市场开拓。针对目前常熟市稻米

品牌缺少和竞争力不强的现状, 切实扶持和鼓励产业化加工

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品牌意识, 如申请品牌地域保护 , 加强广

告策划, 逐渐扩大无公害、绿色、有机稻米品牌在广大消费者

心中的影响, 创建一批具有强势竞争力的稻米精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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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以上, 不仅提高了化肥利用率 , 还可节省用种量 , 提高

出苗率和抗旱能力。积极探索干旱山地的耕作技术是改变

旱作农业低产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要将单一的粮食生产

观念转变为多样化、营养化的现代食物观念 , 挖掘现有耕地

潜力 , 调整种植业结构 , 由“粮食 - 经济作物”二元结构转向

“粮食- 经济作物 - 饲料作物”三元结构。把保护耕地、稳

定粮食播种面积放在农业政策首位的同时, 优化结构 , 主攻

单产 , 提高品质, 增加效益 , 并且大力发展该山区特色经济

作物、特色杂粮、特色林果、特色畜禽、特色加工等, 推动饲

料工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 , 使农副

产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现多次增值增利。

5  全面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①强化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近年来 , 旱作农区地膜覆

盖、测土配方施肥、农作物结构调整、沟播、条播、分层施肥

等农业实用技术的推广, 收到了明显的效果。②强化农业

科技攻关。当前迫切需要实施“种子工程”, 推进种子产业

化, 使良种覆盖率达到80 % 以上 , 特色农业良种化; 积极探

索适合旱作区的多种旱作技术、旱作农业模式 , 使旱作农业

技术配套化、系统化、成熟化、可行性化。③强化农业科技

培训。近几年民和县农技推广中心举办了各类农业技术培

训数期, 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技术培训 , 使山区农民接受和掌

握了旱作农业新技术及其他多种经营技术和知识。④强化

农业科技开发和农业科技投入 , 实施旱作农业区低产田治

理和改造, 改善和扩大灌溉面积 , 大力发展节水和生态农

业, 加速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 , 增加科技投入力度, 稳定农

业科技队伍。

综上所述, 发展旱地可持续农业必须以“西部大开发”

为契机 , 立足自身资源优势 , 依托科技进步 , 把水资源开发

和利用放在突出位置,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 建立具有发展

前景的特色农业和优势产业 , 把发展集水农业、生态农业、

特色农业作为重点 , 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 , 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 , 以粮食自给为基础, 实施退

耕还林, 恢复生态环境 , 最终实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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