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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艺娇

总要有人开始，去做这样一件事。
在研究“大白谷”这件事儿上，刘永军是带着感

情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宣化人，小米粥、小米饭
从小吃到大。在各色品种的谷子杂粮里，又数“大白
谷”口感最好，“以前，村里人家家都吃这个，但很少
有人想着拿出去卖。”

“大白谷”属于农家品种。在河北张家口一带，
自古就以出产上等谷子闻名天下。近年来随着农业
科技的发展，又不断培育出一些产量高、抗病性好的
杂交品种，“大白谷”一类的传统谷子在当地的种植
面积逐渐缩减，种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刘永军感到这
种“儿时的味道”越来越远了。

2013年，看到村里有人种植“大白谷”，刘永军自
己领头，在贾家营镇双印子村首先搞了一家合作社，
组织几户同样看好这类老品种的农户一起种。2016
年，眼看合作社逐渐“成了些气候”，他成立了优特互
联张家口农业有限公司，自己做董事长，从附近几个
村 20多户农户手里流转土地 300多亩，农户负责种，
公司负责卖。

折腾了好几年，刘永军感觉兜兜转转的，始终没
个突破。“倒是不愁卖，每年收多少卖多少，但就是价
格上不去，农户积极性也不高。”然而，就像心里的一
根倒刺，“大白谷”始终让他拔不出又放不下。在他
眼里，好的品种就应该受到更多的认可。

至少，不应该被淘汰。

因“谷”结缘

“这也是几十年不遇的低温干旱天气，所以去年
我们的‘大白谷’长得并不好。”张家口市农科院知识
产权和成果转化处负责人任全军说，“大白谷”一般5
月初前后播种，10月初收割，生长周期长达 140天左
右，是谷子里面周期最长的一种。因此相对于其他
品种来说，它对于天气的要求更严苛。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属于典型的“冀西北杂
粮主产区”，光热充足、雨热同季，因而也是世界公认
的“北纬 40°优质谷子主产区”。具体到双印子村所
在的坝下地区，独特的丘陵盆地又为“大白谷”这种
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你再往北一点它也种不了，海拔再高一点儿也
成熟不了，咱们这儿正好是这个气候，能满足它漫长
生长期的光热需求。”刘永军说。

虽说自己摸索研究了好几年，但刘永军从来都不敢
说自己“很专业”，因为“搞农业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开春墒情不太好，播种就有些晚。”他说，种子
生长前期遇上低温就不长，进而就会影响最后的成
熟度。“很多谷子长出来里边就是瘪的，不灌浆。再
一个就是干旱，我们叫‘卡脖儿旱’，有的穗子都没抽
出来。”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去年二十多户种植户普
遍减产，有两三户甚至没收上来。

任全军在张家口一带从事种业研究三十多年了。
2020年，由全球环境基金支持，农业农村部和联合国
粮农组织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国起源作物基因多样性
的农场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在河北落地，此项目通
过加强政策环境和长期激励机制的发展与展示，实现
中国起源全球重要农业和粮食作物地方品种农场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主流化。任全军所在单位张家口市农科
院是项目承担主体单位。

作为项目的参与者，任全军结识了刘永军。对于
“大白谷”，两个人想到点儿什么就会立刻交流探讨起
来。任全军认为，刘永军做的事就是项目中要找的“农
场式保护”的典型案例。

任全军筹划着项目试验田的二三十亩地先上一
套滴灌系统试试。但这个办法也只是小范围应用，
对于“大白谷”这种经济价值偏低的作物来说，一亩
地成本六七百元的滴灌设备难以大面积推广。

近几年，因为推广本地新型杂交品种“张杂谷”，
任全军深切体会到了“农家品种干不过杂交品种”的
现实窘况。“产量低、不抗病，价格又没有明显的优
势，农民为什么要去种呢？”

为了给我们讲明白，刘永军算了笔账：“张杂谷”
一亩地能打1000斤左右，卖2.5元/斤，农民每亩能挣
2000多元；“大白谷”亩产四五百斤，按 3元/斤算，每
亩价值也不到2000元。

“这是农民卖谷子的价格。”他说，换算成小米的
价格也是一样。一斤谷子能加工成 6两小米，“大白
谷”的出米率还要更低一些。杂交谷子每亩出600斤
小米，按目前4元多的行情，也能卖到2400-2500元；
而“大白谷”每亩只出三四百斤小米，就按公司 8元/
斤的批发价，也只是差不多和杂交谷持平而已。

除了“卖不上价”之外，“大白谷”种植本身就属
于劳动密集型的作业方式。“要除好几遍草，农民种
着费事儿。”而且，刘永军从开始给自己定的目标就
是有机种植，不能用除草剂、化肥和杀虫剂。

到了每年 10月份，种植户都忙碌起来。因为谷
子收割全靠手工，收获期一般要持续到 11 月中旬。
赵海林是李家堡乡小白阳村人，三年前开始跟着刘
永军种“大白谷”。最忙碌的时候，赵海林也会雇上
三五个人，但是“不敢用太久”，最多雇上一礼拜，剩
下的自己再慢慢收。

“刘总介绍的这个米挺好，拿到市场上，卖多少都
好卖。”他说，以往自己种的是赤峰的品种，但是颗粒比
较小，感觉有些“水”。后来自己又尝过一些杂交种，最
终还是决定种“大白谷”。“有些杂交谷虽然看着产量
高，但是口感发涩，并不如‘大白谷’受欢迎。”

作为传统的农家品种，虽然“大白谷”有这样那样的
缺点，但在当地还是远比其他品种有更高的“人气儿”。

“我们那边有句老话，叫‘家有万贯，就怕小米磨
面’。”任全军打趣告诉我们，“就是说小米磨面不管
做成啥都好吃，人们就容易吃多、容易浪费。”

“像我们老家蔚县，人们从小就是喝小米粥，吃
小米饭长大的，对它特别有感情。”他说，“特别是像

‘大白谷’这种优质小米，吃起来就是有那种乡愁在
里头，所以民间对这类品种的需求一直都存在。”

“另外，小米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各类营养物
质的含量比较均衡。”任全军给我们看了一份张家口市
农科院的研究报告，据农业农村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测定，宣化“大白谷”小米含粗蛋白11.94%、
粗脂肪5.07%，均显著高于一些国家一级优质米。

由于“大白谷”自身带有的这些“优秀基因”，它
也经常作为“亲本”参与到杂交品种的研究中来。任
全军说：“保留它优质的特点，然后把不抗病的缺点
去掉，就是对‘大白谷’这类品种的一种保护。”

“自救”进行中

据张家口市的相关统计数据，1978年，宣化地区
谷子种植面积 19.04万亩、玉米 18.94万亩，分别占耕
地面积的24.24%和24.11%；到了2020年，玉米的种植
面积增长到了31.71万亩，而谷子只种植了4.96万亩，
相当于玉米面积的1/6。40年间，种植面积从耕地总
数的1/5缩减到不足1/10。

除了面积缩减，谷子的一些传统优质品种也在杂
交谷的冲击下逐渐式微。“中国起源作物基因多样性的
农场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确定了张家口地区的谷
子品种为保护对象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张家口市农
科院研究员许寅生告诉我们，“目前张家口民间还保留
着很多的谷子传统品种，例如大白谷、茉莉谷、青粘谷
等，大多具有米质优、米色黄亮、适口性好的特点。”但传
统品种综合抗性差，产量偏低。在项目实施之前，当地
谷子品种主要是自产自用，没有形成品牌，市场销路窄。

“在现代杂交谷子系列新品种迅速推广的今天，
对传统的谷子品种实施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既
可以保护谷子优质种质资源，又能够促进农户增收，
对传承和提升谷子文化意义重大。”许寅生说。

比如河北涉县的王金庄村，是北方旱作石堰梯
田最具代表性的系统之一。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 100+全球典型案例”，此间保存了当地 26科 77种
171个传统作物品种，涵盖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干
鲜果、药用植物等。村里有家“农民种子银行”，不仅
向农民提供种子，而且提供技术指导。他们去调研
的时候就发现，这里农户还养着 300多头毛驴，据说
最多时达1000头，是运输、耕作、有机肥转化的载体，
应该是很具北方旱作农耕文化代表性的地方。但是
随着现代文明冲击，很多地方并没有涉县王金庄这
样的条件，大部分都存在农耕文化断层风险。“问题
是普遍性的，老品种种得越来越少了，农耕文化的延
续也面临着很多难题。”

对于任全军和刘永军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事儿
就是想办法提高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把“大白谷”的
附加值提上去，让更多农户主动参与进来。“要让农
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才有意愿和动力跟着
我们做。”

“现在光是卖原粮也不行，”任全军说，北方人爱

吃小米，而且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做法，衍生出了五
花八门的民间食品小吃。“我们老家有个东西叫‘摊
黄儿’，就是把小米发面，烙成发面饼；邯郸那边叫炉
糕，其实都是一个东西。”他说，“最具代表性的是随
处可见的小米煎饼。甚至现在南方的很多餐馆里也
开始卖小米粥了，这在以前都是很少见的。”

想到这一点，最近他开始和刘永军商量着开发
一款“小米煎饼面”，“我们把小米磨成粉，再去问问
那些摊煎饼的老把式，配些什么好吃，做成袋装半成
品的形式，让消费者用家里的饼铛就能做出来美味
的煎饼。”

不久前，张家口市农科院将《谷子和燕麦产品开
发与营销计划》作为项目成果的一部分递交给

“中国起源作物基因多样性的农场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项目办公室。罗列了包含“小米煎饼面粉”在
内的6种营养谷物食品，计划“2022年完成方案设计，
2023年生产初级产品，2024年走向市场”。这份方案
的“销售目标”，是到“2025年，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
国内外线上线下市场，拥有10个以上系列产品，实现
年赢利100万元”。

眼下，任全军计划的“进度条”还在最初级的阶
段，用他的话说，就是“先拿到市场上投石问路，看看
人们的反应”。目前，1000个礼盒装的产品已经加工
完成，包括 4 种谷子、两种燕麦一共 6 块米砖，每块
500克，定价90元一盒。

提升附加值是第一步，紧接着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与农户进行利益分配。“我跟刘总念叨过，可
以尝试探索一个模式，通过公司拉动一批农民，大概
有这么二三十户愿意种的，把他们拉进来成为股东，
技术方面我们去帮他们弄。”任全军说，“公司通过品
牌效益升值的部分，我们再反馈给农民一部分红利，
相当于二次分配，这样他们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在公司的新产品包装盒上，除了“大白谷”“中国
传统品种”的标识外，“有机小米”的字样也被标在显
眼的位置。“我们的特色就是纯粹的有机种植。”任全
军说，“但是目前来看，我们的有机产品卖不出‘有
机’的价格来。”

关于这个问题，他自己总结了两点，一方面是现
在真正要吃有机产品的消费者还不多，市场认知度
还不高；另一方面，就是和需要有机产品的市场平台

“交不上这个茬儿”“他找不见你，你也找不到他，有
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就有机产品的认可度来说，地域之间的差距可
能会比较大。”公司负责销售的刘学珍告诉我们，公
司的经销商主要来自于北京和河北两个地方，“可能
同样的价格，像北京的经销商就会接受得比较顺畅，
但在河北省内，大家就会觉得你卖得太贵了。”她说，

但目前，公司对接的主要客户还是河北市场居多。

一步一步来

刘学珍来到优特互联公司的 2017年，属于公司
的初创阶段。刚刚接触有机产品，她很快认识到这
是一条“高端路线”，那个时候，公司有机“大白谷”小
米的零售定价是18元/斤。但过了一年左右，她们主
动降到了15元/斤，“大家还是觉得太贵了。”

5年做下来，刘学珍感受最强烈的就是一种“无
力感”。“做有机的成本一直在涨，但几年来我们的价
格都没怎么变，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利润。”她解释说，
公司每年做的有机认证，都是找到北京的一家专业
检测公司，“除了谷子本身之外，像土壤、水源，包括
加工的机器设备、包装，这些都需要每年出具鉴定报
告。”她说，很多人看到有机认证，可能以为只检测产
品就行了，其实它背后的每一道工序都会被涉及到，
确认每个环节都没有被污染。

在她经手的几年里，做这些检测认证的价格从
每年两万多元涨到了三万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肥料、
用水之类其他成本的涨幅。“物价都在涨，但我们的
定价一直涨不起来，给河北经销商的价格一直都在8
元/斤左右。”她说，就是这样的价格，放在市场里也很
少被主动认可。

“客户肯定不会只看你一家。”她说，“同样是小米
摆在那里，我们的产品比人家高出一倍的价格，如果对
有机概念没有认识的话，肯定不会选择我们的。”

虽然价格始终是痛点，但每次推销的时候，刘学
珍都会尽力表达“贵有贵的道理”这个理念。比如强
调它的营养价值、生长的自然环境等。最直接的办
法就是拿出自家的“大白谷”和另外某种小米给客户
尝尝，“一下就对比出来了。”

最近两年，月子会所的兴起让她看到了新的商
机。可能是由于久经商场的敏感觉察，也可能是同
样作为女性的感知力，让她对这部分市场格外感兴
趣。“虽然现在的月子餐都做得很丰盛。但我觉得咱
们中国人的体质还是适合吃小米去康复的，不是说
一味地吃大鱼大肉就一定好。”

朝着这个方向，她联系了宣化区的两家月子会
所，和保定的一家医院也建立了合作。虽然目前只
是把产品放在客户那里，让产妇免费试吃，但刘学珍
对于自己这个思路一直是有信心的。“现在属于一个
推销的阶段，就是先让普通消费者有接触的机会，慢
慢知道你家小米确实好，而且是小时候的味道。”她
说，“不能苛求一下子就赚多少钱。”

自家的“小本买卖”做不起烧钱、砸钱的推广，只能
靠自己和团队一家家地跑、一个个地说，时间长了也会

感到“很吃力”。虽然在价格上一直让步，但一路磕磕绊
绊，摸索着也走到了现在。“就觉着一步一步来，如果真
的东西不好，卖不出去，我们也不可能坚持这么多年。”

刘学珍的底气来源于对自家产品的深刻了解。
特别是近几年，无论是张家口市农科院的技术支持，
还是“中国起源作物基因多样性的农场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项目的落地，都让她感觉这个品种“还是有
希望的”。

种植“大白谷”三年，每年的 4月份，赵海林会准
时从公司拿到六七十斤的“大白谷”种子，为五月初
新一年的播种做准备。“这些种子都很好，发芽率挺
高，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但这些种子并不是上年
留下来的，也不是市场购买的。它们来源于项目核
心示范区的试验田，是经过特殊提纯的种子。

“种子在生长期间存在天然的杂交，因而不管任
何品种都会出现退化现象，失去原有的种性。”任全
军告诉我们，像“大白谷”这样的作物，如果连续种植
几年再看，就会发现长得“走形”了，“五花八门，什么
样的都有。”

因此，每年农科院都会在项目试验田里进行提纯
复壮，选取拥有“大白谷”最典型性状的一穗留下来作
下一年的种子，其余的谷穗就会被“淘汰”掉。“比如‘大
白谷’的株高是1.5米，那么我就选这个高度的；穗长是
一尺，那么我就只选一尺长的。”他说，“明年再去筛选，
通过这种一年年的提纯，保障这个品种的纯粹。”

呼吁“他救”

2020年，河北省出台了《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
保护与利用的实施意见》，提出“积极开展种质资源
安全保存、创新利用国际合作，扎实实施‘中国起源
作物基因多样性的农场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提
升种质安全保存和创新利用研究水平，安全保护种
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现在虽然有一些政策，但落到种植传统品种
农民头上的依然不够。”对于目前政策执行方面存在
的一些问题，作为长期工作在种质资源保护一线的
任全军显得有些着急，“比如通过一些补贴的方式，
谁种植就支持谁，这样可能力度就有了。”

在做“大白谷”之前，刘永军曾经当过10年的村党
支部书记。“当时我所在的双印子村是镇上最差劲的，可
以说是百废待兴。”在职期间的前几年，他的主要精力放
在了打井修路、农田改造、村容村貌整治等工作上，等打
好了基础，便开始琢磨到发展产业，带动经济上来。

为此，他尝试过种植中草药，成立了中药材种
植合作社。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很失败”，“总
的来说就是外行。”他说，“技术、市场、管理、气候、
土壤……，啥都需要学习，搞农业就是这样的。”

到了后来做“大白谷”，他又遭遇了病虫害的难
题。由于年年连茬种，公司流转的300多亩土地的谷
子“白发病”严重，加上有机的种植方式又没法用农
药和除草剂，直到前年，公司基地的谷子还因为染病
大面积减产。

“这就是农家品种最大的一个劣势，也是它们被
淘汰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抗病。”后来，任全军给他出
主意，让他“一百亩一百亩地轮种”，三年一倒茬，把
土壤里的细菌消化掉。

后来，除了轮作倒茬之外，当地人还摸索出了各种
方式规避病虫害：每年春天播种前的半个月左右，把种
子拿到太阳底下晒，用紫外线杀菌；或是用一定比例的
石灰水、淡盐水浸种。有的老百姓还会用高度的白酒
进行拌种杀菌。“都是一些土办法”。

即便办法不少，但并不能把顽疾“去根儿”。“因
为只要种过的土壤里就会带菌，你在种子身上杀菌
其实是不彻底的。”任全军说，虽然使用这些措施会
明显减轻病虫害的症状，但对于像“大白谷”这样的
老品种来说，还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

而在刘永军眼中，“大白谷”就像他的事业一样，风
险与魅力并存。一方面问题层不出穷，又被一一解决，
之后再出现新的问题，似乎找到了方向，又好像永远在
路上；另一方面又感觉挺“上头”，“以前当村干部的时
候感觉挺难。当别人不理解的时候，又感到很委屈。”
刘永军说，“现在每天一心经营公司，感觉很充实。”

而对于任全军这样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说，发展“大
白谷”产业、保护珍稀的传统种质资源，就有一种使命
感。他说，据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统计，中国目
前保存谷子种质资源28915份，其中97.5%为农家种。
1980年以来，育成品种逐渐增多，农民种植传统谷子
品种越来越少，多数品种仅在科研单位种子资源库中
收存。截至2021年8月底，中国完成登记谷子新品种
497个，其中20个出自张家口市宣化区。

“对于‘大白谷’这个事业，我个人也特别感兴
趣，也非常想支持刘永军把这个事业做好。”任全军
说，但是要真正实现地方品种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
还需要有一批人来做大量工作。相关保护政策并没
有完全落地，社会大众对地方品种的保护意识普遍
不强，传统地方品种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具体从事
地方品种保护的人员明显不足。

对此，他建议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落实地方品种保
护政策，直接配套专项经费，设立永久性地方品种保护
示范区；从小培养中小学生对地方品种的保护意识，加
大媒体宣传力度，积极营造保护地方品种的社会氛围。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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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刘永军在地里查看“大白谷”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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