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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生产的稻谷已经获得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想要成为绿色
食 品 大 米 ， 该 怎 么 做 ？ 难 不
难？……”今年春节前后，市绿色
食品办公室工作人员来到海曙、奉
化、鄞州、余姚等地，就本地大米
申报绿色食品事宜，和种粮大户、
农林部门人士进行探讨，并解答了
农户心中的疑惑。

余姚马渚镇瑶街弄村种粮大户
吕庆德说，现在粮食收购价格下
降，而地租费仍然居高不下，影响
粮食生产效益。即使这样，粮站下
达的收购指标还不能满足他的要
求，有相当数量的稻谷要靠自己在
市场上销售。“认证绿色食品稻

米，创建自有品牌，正合我的心
意，希望以此提高国内市场竞争
力，解决面临的难题。”

和老吕有同样想法的种粮农户
不在少数。

笔者了解到，一方面，目前我
市粮食订单与稻米产量之间已有较
大差距；另一方面，粮食收购价格
持续走低。面对新形势，种粮大户
创建自有大米品牌开辟国内市场销

路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然而，尽管拥有育种和栽培技

术优势，我市优质稻米生产已不成
问题。但市场上缺少叫得响的本地
大米品牌，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首届“十大好稻米”评选
中，江北宁浩家庭农场选送的南粳
9108 分数排名第一。宁浩家庭农
场是我市确定的生态修复点之一。
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坚持不用农
药，少用化肥，防病治虫采用性诱
剂、太阳能灯。宁浩家庭农场地处
洪塘鞍山村，鞍山老底子叫留车
桥。农场负责人毛如根为自家生产
的生态大米注册了留车桥商标，期
待借助鞍山乡村游发展东风，走上
大米品牌营销之路。

今年初，市绿色食品办公室邀
请有关专家，召开了推进粮食绿色
标准化生产工作座谈会，对我市发
展精品绿色食品大米的可行性进行

了研讨。专家们一致认为，我市优
质稻米品种筛选取得了长足进展，
水稻生态种植方兴未艾，这为发展
绿色食品大米提供了技术支撑。绿
色食品大米的生产不仅可满足广大
消费者的需求，还可切实增加种粮
大户的收入，契合绿色发展和乡村
振兴的总目标。

张松柏表示，绿色食品是政府
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
产品不仅质量安全标准高，而且优
质、营养。今年，市绿办将加大工
作力度，围绕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
目标，大力支持各地粮食生产经营
主体，以绿色食品为品牌建设突破
口，推动本地大米品牌化建设。真
正把资源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从
而进一步转变为效益优势。

业内人士指出，在实现这个目
标的过程中，科研育种能解决上游
问题，但培育出优质品种后还需要
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就必须
打通产业链上下游。要制定完善政
策，鼓励大米加工企业和种粮大户
签订优质稻种植订单，通过合力创
建品牌，开辟更为广阔的市场，助
力稻米生产走上产业化路子。

合力创牌
助力稻米走向产业化

产地环境：绿色食品大米的
产地环境执行 《NY/T 391 绿
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标准，
比国家标准要求更高。如土壤重
金属铅在绿色食品生产中，不能
超 过 50mg/kg， 镉 、 汞 、 砷 、
铬、铜等重金属指标在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中也更为严格。

肥料的使用：绿色食品生产
注重有机肥的使用，要求无机氮
素用量不得高于当季作物需求量
的一半。化肥的减量使用，使得
作物的品质更高，对生态环境也
更为有利。

农药的使用：绿 色 食 品 在
生产过程中，不得不使用农药
时，所用农药必须在 《绿色食
品 生 产 允 许 使 用 的 农 药 清 单》
内。该清单由植保部门专家经
过进一步风险评估后制定，相
对毒性更低。

包装材料的要求：绿色食品
的 包 装 材 料 需 要 符 合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要求，不能使用含有邻苯二甲酸
酯、丙烯腈、双酚 A 和聚氯乙烯
塑料类物质的材料。

（孙吉晶 整理）

绿色食品大米的要求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这是人们对大米消费的新需求。从育种、种植
到深加工、品牌运营——

甬产大米欲逐鹿全国市场

甬产稻谷成熟了甬产稻谷成熟了。。 （（孙吉晶孙吉晶 摄摄））

记者 孙吉晶

宁波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产品消费已从低
层次转向高层次，居民更加注重农产品的品种、质量
和品牌。随着高端消费群体数量不断递增，绿色优质
农产品市场前景广阔。水稻是我市重要的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大。而大米是城乡居民的主粮，消费者对安
全优质的绿色大米需求十分迫切。顺应新形势，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我市打造粮食生产全产业链大有可为。

每年 11 月左右，是杂交水稻
种子收获的时节。对宁波水稻育种
创新团队来说，静下心来加班加点
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对制种材料
进行米质优劣的筛选。工人把经过
处理的种子放在编了号的小方格
内，团队首席专家马荣荣用肉眼仔
细观察，分批次淘汰米质差的材
料。至今，育成品种已在浙江、福
建、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
南、广东、上海等 10 多个省区市
推 广 ， 其 中 2018 年 推 广 面 积
692.98 万 亩 ， 销 售 种 子 314 万 公
斤，销售额1.8亿元。

“从‘吃得饱’转向‘吃得
好’，人们对大米品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马荣荣说，筛选材料有
几万份，工作量非常大，但不能有
丝毫的马虎。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造
就了甬优杂交水稻种子的品质。近
年来，甬优杂交水稻在屡创高产的
同时，米质不断得以改善和提升，
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质品种。高产

与优质相得益彰。
据统计，在目前甬优 51 个组

合品种中，有 16 个米质达到部颁
二等以上，其中，甬优 9号、甬优
7753 分别由福建和广西审定，达
到部颁一等。

去年在杭州召开的全省主要农
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总结暨水稻新
品种食味品鉴会上，专家们根据米
饭外观、气味、适口性、滋味、冷
饭质地5个指标，评选出2017十个
浙 江 “ 好 味 稻 ” 品 种 。 甬 优
1540、甬优 7850、甬优 7860、甬
优 7861、甬优 8050 入围，占到一
半。在全省多地区多县市的米质品
鉴活动中，甬优9号、甬优15、甬
优 1540、甬优 7850、甬优 5550 多
次获评金奖。此外，在去年江西省

农业厅组织的全省优质米评比中，
前十名中，甬优 15、甬优 1538 等
品种占了 7 个。“原以为‘甬优’
只是产量高，没想到米质也这么
好。”省种子管理站一位专家如是
评价。

从观望到接受，越来越多的农
户选择高产优质的甬优种子。2018
年，甬优杂交水稻种子销售量 314
万公斤，销售额1.8亿元。

好的种子，还得有良法配套。
我市把全市的种子、栽培、植保、
土肥、农机等部门的技术骨干组织
起来，成立了水稻产业创新与服务
团队，开展超级稻栽培技术协作攻
关，并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对超
级稻的研究，好比创作精品那样精
细，如哪一天播种、插秧、施肥、

灌水、放水，都根据当时的气候变
化严格操作。”鄞州区一位农技人
员形象地说。

在地处象山西周的明朗农场，
其中 100亩水稻田的外围开挖了水
渠。这里是农场的稻鱼、稻鳖、稻
蟹、稻鸭共生基地。“这一片稻田
不施肥、不用农药，鱼、鳖和鸭子
进出自由。虽然水稻的亩产量有所
下降，但生态米的品质是‘大路
货’不能比的。”农场负责人肖明
朗说，他注册了稻鱼情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以公司名义销售 120亩共
生基地产出的生态米，每公斤价格
16 元，鱼、鳖和鸭子也带来一笔
不菲的收入，从而实现了效益翻
番。不仅如此，共生基地生态环境
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田野里黄鳝、
河虾明显多了。明朗农场的生态米
获评“浙江好稻米”。

市绿色食品办公室主任张松柏
说，本地优质大米的口感不比普通
东北大米差，优质大米的口感、米
质、外观等已具有竞争优势。

种子+栽培
地产大米品质具有竞争优势

去年底，经过专家和由农技人
员、种植大户等组成的 50 位大众
评委综合打分，“甬优杯”十大好
稻米出炉。参与评选的 45 个稻米
样品由全市 39 家生产主体选送，
品种有甬优 15、甬优 1540、嘉丰
优2号等18个。

这是我市首次举办好稻米评
选。“评选全市好稻米的目的在于
加快推广优质稻米生产，培育优质
品牌，推动宁波稻米生产向优质
化、生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市种植业管理总站农技专家表示，
随着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好稻米
的标准不再是唯产量论，而是融合
了稻米生产、加工等多个环节。

海曙横涨粮草专业合作社种植
的“泰粳”在此次好稻米评选中获
得金奖。“要种出好稻米需要在选
种 、 种 植 、 贮 藏 等 各 方 面 下 功
夫。”粮草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培

波告诉笔者，“泰粳”颗粒饱满，
色泽光亮，各项性状优良。在生产
过程中，合作社还引入了农业自动
化监控系统，通过建设机房，设置
电子监控屏幕，实现了对承包的
600 亩农田和 4 个粮食加工车间的
实时监控，并通过遥感按钮对田间
排灌系统实施远程控制，形成了一
套标准化的种植体系。

海拔 800多米的奉化大雷山常
年云雾缭绕，土壤肥沃且没有污
染，加上天然泉水的灌溉，造就了
高山大米的优良品质。经过 6年的
种植，奉化云雾粮食专业合作社开
发的 500多亩梯田已初具规模，建

立了有机水稻种植基地，被认定为
宁波市粮食功能区。合作社负责人
竺璜说，稻谷生产严格按照有机标
准执行，从投入品入手把好第一道
关，再到田间操作、加工、销售，
全程都有生产档案。

与此同时，象山、宁海、余姚
等地农林部门也邀请技术专家和市
民代表，先后举办了好稻米评选和
品鉴活动。通过评比，一方面展示
稻米的优良品质，另一方面，提升
优质稻米的知名度。象山县农林局
相关负责人说，围绕水稻生产供给
侧改革，种植户在生产上选择了优
质水稻品种，并因地制宜示范推广

了水稻绿色高产高效、稻田综合种
养、耕地轮作休耕等一批农业生产
集成配套技术，稻米品质有了明显
提升。

推介好稻米，已经成为一种共
识。笔者注意到，去年浙江省农博
会上，大米成为不少展团着力宣传
的农产品。展会上冒出了热气腾腾
的电饭煲，一些品牌大米现场蒸
煮。谁家大米最好吃，消费者说了
算。

好稻米的较量，不仅在浙产稻
米之间进行，一些外省展台上也摆
出了一锅锅香喷喷的好米饭。在浙
吉粮食馆，浙江、吉林两省 39 家
知名粮食企业带来了百余种产品。
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些试吃活动的
背后，是粮油产品生产企业看到了
人们对优质大米消费的新需求，利
用农博会这种大平台进行品牌营
销。

好稻米评选
提升优质米知名度

马荣荣在筛选制种材料。 （孙吉晶 摄）

一说到大米，很多人就会想
到东北大米，或者是泰国香米、
日本米，尤其是东北大米和泰国
香米在我国占了相当大的市场份
额。至于宁波的地产大米，名气
不够响，年轻人吃得不多，还常
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饭”。

甬产水稻品种，这几年在马
荣荣团队的努力下，在国内名声
大噪，很受欢迎。甬优水稻品种
在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
徽、湖北、湖南、广东、上海等
10多个省区市推广，2018年推广
面积 692.98 万亩、销售种子 314
万公斤、销售额1.8亿元，就是一
个很好的明证。种子品质好，再

加上我市种植大户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打造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
全产业链，本地优质大米的口
感、米质、外观等已具备竞争优
势，在省内稻米的 PK 中屡次胜
出，还常出省与其他优质品种同
台较量，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甬
产稻米的品质。

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此
话不无道理。当好酒众多令人无
从取舍的时候，品牌和促销手段
就很重要了。甬产稻米有了品质
的底气，还要有品牌的运营。好
吃也需勤吆喝。但愿甬产稻米不
仅能香飘甬城，还要香飘国内外。

（李国民）

好吃也需勤吆喝

韩立萍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