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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麻姑米，又名“银珠米”，产于江西省南城县，种植历史悠久，

早在宋朝就被列为皇家贡品，是名贵的地方品种。一直以来，因

其产量稀少，寻常人家几乎无缘一尝。进入21世纪，由地方政府

和龙头企业主导的麻姑稻改良与绿色种植标准普及取得重大进

展，传承千年的优质稻米开始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如今，

麻姑米区域公用品牌已经成为南城的一张靓丽名片，麻姑米产

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当地万千农户脱贫致富。

立足“三农”全局 推动农田建设 （六版）

异军突起的玉米“贵族” （七版）

园区建设推动产业升级 （八版）

[
]

导
读

业界动态产业新观察

□□ 本报记者 文洪瑛 王田

民以食为天，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升，作为主要粮食产品的大米，不仅需
要注重产量与品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也渐
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当一粒大米与千年文化
结合起来，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是麻姑文化主要发
源地之一，著名的麻姑米便产于此地。1959
年，麻姑米被选为世界农业博览会展品。
2018年6月，麻姑米入选江西省稻米七大区域
公用品牌。南城县县长汪华辉说：“近年来，
南城县不断提高麻姑米种植水平，大力推动
麻姑米产业发展，同时积极创建麻姑米区域
公用品牌，使优质稻米与麻姑文化有机结合，
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更带动了南城
县万千农户脱贫致富。”

合作社牵头，振兴麻姑稻种植

麻姑米已经有 1000 多年的种植历史，早
在宋代便被列为皇家贡品，但其产量稀少，寻
常人家几乎无缘一尝。据清同治五年所撰

《麻姑志》记载：“麻姑米，本山所出，四月始
稼，九月方收。宋时取以作贡，今山多系地
种，麻姑米，亦鲜矣！”作为名贵的地方品种，
麻姑米自古就有鲜香软糯的特质。

虽然种植历史悠久，稻米品质优良，但是
长久以来麻姑米的种植效益却不高。进入21
世纪，由政府和龙头企业主导的麻姑稻改良
与绿色种植标准普及取得重大进展，传承千
年的优质稻米开始进入千家万户。

“以前的农民都是单打独斗，稻米生产成
本高，但产量却不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
了合作社后，麻姑米无论是产量还是价格都
上去了，我们和农民可获得双赢！”在南城县
的绿色“麻姑稻”标准化栽培万亩示范基地
中，种植大户李兵兴奋地向记者介绍着今夕
变化。

进入绿色“麻姑稻”标准化栽培万亩示范
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稻田，田中水
稻长势喜人。据介绍，基地核心区占地 6000
亩，辐射区达1万亩，主要种植优质稻米“野香
优 2 号”。在江西农业大学的技术指导下，采
用生态种植模式，培育壮秧，合理密植，同时
实施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适时收获，目前基
地种植效益颇好。

李兵不仅是种植大户，也是南城县云众
地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合作社成

立后，在指导农民科学种植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我们合作社有专业的植保技术人员，
他们会在育秧期的关键点告诉农民该用多少
肥，如何使用除草剂，用什么农药等，这些标
准按我们的要求实施。基本可以根据禾苗长
势，做到科学种植。”李兵告诉记者，有了科学
的技术指导，稻米种植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

为提高麻姑米的种植水平，南城县严把种
植质量关和产品质量关，合作基地选择“外引7
号”、“926”、“野香优2号”三个优质稻品种，作
为麻姑米指定品种。示范基地选用的早稻都
是得过金奖的水稻品种，中稻品种具有产量
高，米质优的特点。晚稻更是以香米为主，种
植户亩收益可以提高200元左右。

选用优质稻米，大幅提升了稻米口感。“我
们选用的品种直链淀粉含量高，但口感软糯，
人们试吃的时候都说很好吃。它的口味也得
到了收购老板的认可，定价很适合普通居民消
费。”李兵介绍，基地种出来的麻姑米主要销往
广东、福建等地，口味获得一致好评。

政府指导，创立产业联合体

如果说合作社提高了麻姑米种植水平，
那么政府的指导则是让麻姑米产业成为完整
的体系，不仅带动当地众多农户脱贫致富，更
是让麻姑米出现在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为推动麻姑米产业发展，扩大麻姑米影
响力和销售业绩，南城县成立了抚州麻姑大
米产业化联合体。目前联合体有 77 名成员，
其中涉农企业11家、合作社11家、家庭农场3
家、种粮大户 50 家、农技专家 6 人。“去年，联
合体被评为抚州市级示范联合体，今年加盟
组织的订单面积正在不断增长中。”南城县农
业农村局局长刘兆告诉记者。

据了解，2018 年核心企业订单面积共计
23.11 万亩，比 2017 年新增订单面积 5.61 万
亩。截至今年 5 月，订单面积增至 28 万余
亩。麻姑米产业项目的实施，带动和辐射农
户共计 24823户，增加农民收入 5472万元，户
均增收2204元。

南城县在积极创立麻姑米产业联合体的
同时，还不忘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为加强对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工作的领导，南城县成立
了麻姑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领导小组，下发
了《南城县“麻姑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实施
方案》。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实施以来，有效提
升了麻姑米的种植水平、产品质量和市场知
名度，产品销量和价格也得到相应提升。

南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周国振向
记者介绍：“以 5千克、10千克装麻姑米为例，
价格分别由每吨6000元、5400元，提升至每吨
9200 元 、8200 元 ，增 幅 分 别 为 53.33% 、
51.85%。去年还新增了“麻姑献寿”等系列品
种，2018年实现销售额10.85亿元。”

农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优质
稻米的种植离不开高标准农田建设。近年
来，南城县大力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为麻姑
米提供更好的种植平台。当前麻姑米种植被
南城县纳入米、渔、药三大特色产业布局，是
重点打造的三大功能区之一。其中，南城县
有 5700 亩高标准农田用于麻姑米种植基地，
主要用于种植绿色优质稻和优良品种繁育。

“做大产业规模必须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南城县副县长卢碧兰表示，南城县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注重与麻姑米种植、中药材
种植、稻渔共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等方面有机结合，有意识扶持农
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土地集中流转，形成
集约效应。

南城县县长汪华辉表示，下一步南城县
将按照江西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通过出台
支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按照整乡、整村稳
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力争在2017-2020年
期间，全县共建设 17.35 万亩的高标准农田，
从而更好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服务麻姑稻种植。

企业联动，助一方农户脱贫

在南城县的火车站、商业街，甚至南昌机
场、高铁、地铁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麻姑米的
宣传牌，可以说麻姑米已经成为南城的一张名
片。这不只归功于麻姑米本身具有的品质和
文化，更重要的是麻姑米也是当地有名的扶贫
产业。南城县通过运用“公司+生产资料+合作
社+贫困户”的模式，对全县604户贫困户中的
272户贫困户进行产业帮扶，这粒小小的麻姑
米，实实在在撑起了一整条扶贫链。

江西麻姑集团是抚州麻姑大米产业化联
合体的核心企业之一，也是带动农户脱贫的

龙头企业。“这一年来，我公司总计发展订单
农业 28.4 万亩，实现产值 11.88 亿元，影响带
动 2.7 万农户。”江西麻姑集团董事长熊炳生
向记者介绍公司一年的业绩。

那么，江西麻姑集团具体是如何带农脱贫
的呢？熊炳生介绍，首先由各乡镇组织吸纳本
地贫困户成立12家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向银行
贷款450万元，在南城县徐家镇流转1500亩耕
地，土地流转金每亩600元，流转期限为5年。

接着，合作社与麻姑集团签订5年生产资
料托管帮扶协议，把徐家镇 1500 亩土地作为
生产资料交给麻姑集团进行托管经营，麻姑
集团则将之并入南城县徐家镇种植基地，发
展规模化优质稻种植，收获稻谷并加工成麻
姑米产品进行销售后，再将部分经营利润分
红给合作社，这样可以确保参加合作社的贫
困户户均年收入3000元以上。

“去年，麻姑米各类产品平均售价是每斤
5.6 元，徐家镇种植基地平均亩产优质稻谷
1000 斤左右，1500 亩耕地生产的稻谷转化为
大米产品总计 75 万斤，总价值达 420 万元。”
熊炳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除去种植成本、加
工销售成本以及贷款利息等，生产资料托管
分红有87万元，平均每户可以拿到3200元。

从账面收支看，麻姑集团略有赢余。熊
炳生说：“随着偿付贷款利息的逐年减少，加
上麻姑米区域公用品牌进一步做大做强，赢
利会进一步增大。赢利增大后，我们要更多
让利给合作社和贫困户，帮助贫困户进一步
提高收入。”

熊炳生还表示：“实践证明，企业自主经
营、合作社深度融合、政府奖励扶持、贫困户
稳定收益的产业扶贫模式是可持续的，贫困
户和企业都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我们很
愿意把这种运作模式推广、扩大开来，在让更
多贫困户持续受益的同时，把麻姑集团和麻
姑米品牌做大做强。”

麻姑米产业链的不断发展，帮助核心企
业宣传了品牌，开拓了市场，又通过企业将

“红利”转到广大农民手中，促进了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进一步带动了南城县粮食产业
化发展。

山东枣庄
致富“金果”俏销收益高

在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桑村镇白满化村，金果家庭农
场远近闻名。这个农场主要种植红杏、梨、桃等水果，不仅
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水果上市，每年几十万的收入也在当地
被传为佳话。

盛夏时节，走进金果家庭农场，农场主赵河正忙着在
地里割草。天旱地旱草不怕旱，虽然近段时间缺少降
雨，可这桃园里草的长势一点都不差。为了种出真正绿
色保甜的桃子，赵河在管理上下足了功夫。他响应国家
双减计划，采用纯大豆的绿色菌肥，少用化肥，少打农
药，喂上鸡、鹅，让它再吃草，割草机把草打到地上，使其
熟烂变成有机肥，从地上再传导到树上，种出绿色有机
果品。

在赵河和妻子姜燕的精心管理下，他们家的桃子色泽
好看、甜度高、耐储存。一到成熟季，游客采摘、供应本地超
市和水果卖场，再加上网上平台销售，他家的桃子从来不愁
卖，虽然价格是市场上普通桃子的好几倍，仍供不应求。“金
果农场”已成为桑村镇远近闻名的水果品牌，每亩地每年的
利润都能达到上万元。 宋伟 陈永

浙江杭州
小香薯变身增收大产业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九里村淼楠小
香薯合作社的社员在采收小香薯。近年来，该镇结合当
地气候、土壤优势，大力发展小香薯种植。采用“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将小香薯产业与小香薯饮食文
化高度融合，打造了香薯面、香薯干等多个品牌，闯出一
条特色小香薯产业发展之路。目前，该镇小香薯种植面
积达 3000 亩，年产值超 4500 万元，促进了农民增收。

胡剑欢 摄

江苏连云港
规模种植鼓起农民腰包

“今年西红柿价格始终很好，每亩地能卖 3 万多元，我
这两个大棚今年能赚7万元。”江苏连云港海州区浦南镇草
舍村村民王兵告诉笔者。

近年来，浦南镇利用土地、水利、交通等资源优势，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以日光温室大棚西红柿为主的
反季节蔬菜，种植规模逐年扩大，效益不断增加，西红柿
种植户年均增收达 3 万元。早在 1992 年，该镇便开始发
展日光温室大棚种植西红柿，逐步走向规模化、产业化、
高端化发展路子。

如今，浦南镇西红柿种植面积达 1万亩，有 7个专业种
植村、种植户 1000 多户，户均增收达 3 万余元。西红柿远
销上海、苏州、济南等地，并出口到俄罗斯，在市场有很好
的口碑。

“通过几年发展，浦南镇西红柿品牌不断打响，得到越
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下一步，将发展西红柿采摘观光和
深加工，把西红柿产业打造成带动农民发家致富、推动农村
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定位打造国家级西红柿特色小镇。”
该镇党委书记朱冲说。 万民

黑龙江创业农场
着力念好水稻“夏管经”

连日来，黑龙江省创业农场针对高温、晴好天气极易
发生草荒和病虫害等特点，加强水稻田间管理，念好水稻

“夏管经”，为水稻丰产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由于今年天气变化异常，为确保水稻丰产丰收，创业

农场通过“控水晾田”“追施穗肥”“预测预警”“灭草灭
虫”“健身防病”等多项措施加强水稻田间管理，确保水
稻健康生长。图为农场使用无人机进行航化管理。

李佰 摄

□□ 本报记者 杨丹丹

7 月 9 日上午，由安徽省合肥市泗县农
业农村局和安徽省餐饮行业协会牵头联办
的“泗县金丝绞瓜 2019 安徽合肥推介会暨
农餐对接会”在合肥举办，重推泗县金丝绞
瓜这一特色农产品，吸引了省城 200 家餐馆
酒店负责人的关注。

泗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的故地，
处于黄河冲积扇平原与淮河冲击平原的交
汇处，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金丝
绞瓜沙甜、香脆、可口的特质。由于金丝绞
瓜具有降血压、降血脂的药用价值，故有“植
物鱼翅、天然粉丝”的美誉。过去，只是零星
种植，当时受自然条件、种植技术、产品效益
等多方影响，没有形成规模化种植。

泗县县委常委、副县长许丙华介绍道：
“近年来，泗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产业扶
贫，结合本县产业发展实际，大力调整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重点发展适合本县种植的传

统特色产品——金丝绞瓜。”目前，该县建立
规模化基地4个，种植金丝绞瓜4000多亩，带
动贫困户种植共 5 万多亩。根据《泗县金丝
绞瓜产业发展规划》，该县将统一推行泗县
金丝绞瓜生产标准、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
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到2021年金丝绞瓜种植
面积将达到40万亩，总产量可达150万吨。

据介绍，该县大力推行“金丝绞瓜+金
融”的扶贫机制，实行“户贷社管合作经营”
模式，实行订单种植，按照订单生产、保护
价收购，在市场价格滑坡、产品滞销情况
下，给予保护价收购，形成稳定的购销关
系，保障产品市场效益，降低农户生产风
险。全力打造创新型“金丝绞瓜+电商”平
台，创新销售运输模式，支持有条件主体打
造农产品集散、冷链物流、仓储、展销中心，
完善农业电商供应链。泗县大力发展金丝
绞瓜种植，形成特色产业，通过发展金丝绞
瓜产业助力脱贫攻坚，仅此一项可以使贫困
户年均增收 3000元以上。

贵州锦屏 蓝莓产业助力脱贫
近日，贵州省锦屏县龙池多彩田园蓝莓基地的蓝莓喜获丰收，吸引大批游客观光采摘。据基地负责

人介绍，目前蓝莓产业基地连片经营面积2800亩，每年可产蓝莓800余吨，预计年产值可达1000多万元。
基地的蓝莓每年7月份开始成熟上市，采摘期近3个月，平均每天需要100多位农民来采摘，让贫困户增
加了收入。图为当地的妇女正在采摘蓝莓。 李斌 摄

金丝绞瓜走上合肥市民餐桌

小小一粒米 带动万千户
——江西省南城县推动麻姑米产业发展纪实

绿色“麻姑稻”标准化栽培万亩示范基地，农民正在收割早稻。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