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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省绿色食品水稻生产的几点建议

王剑峰，李 宁，梁 颖，李会民

（吉林省土壤肥料总站，吉林 长春 !"##!$）

摘 要：阐述了我省绿色食品水稻的发展历史及生产现状，认真分析了目前我省在绿色食品

水稻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绿色食品水稻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并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重点提出了我省在今后发展绿色食品水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应对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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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绿色食品水稻产业始于上世纪 (# 年代初，目前虽处于总量扩张阶段，但已初具规

模，并对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加入 )*+，我国的农业

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正确认识我省绿色食品水稻产业的发展潜

力及制约发展的障碍，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有助于我省绿色食品水稻产业向着健康有

序的方向发展，也有助于把我省绿色食品水稻产业的资源优势真正转变成为商品优势。

! 生产现状

据统计，我省现有水田面积 ,- 万 ./$。其中，绿色食品水稻种植基地 "0( 万 ./$，占全省

水田面积的 10&$2，分布在全省 3 个市（州）的 $! 个县（市、区），绿色食品水稻年产量 !(0,!
万 4，总产值近 , 亿元人民币。一般情况下，’ 级绿色食品水稻的公顷产值比普通水稻的公顷

产值高出 "#2以上，而 ’’ 级水稻的公顷产值甚至可高出普通水稻的 ! 5 $ 倍。就我省目前

情况而言，绿色食品水稻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均较大。

$ 存在问题

$0! 认识有误区

误区一，产地环境无污染，取得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商标的区域生产的水稻即为绿色水

稻。实际上，产地环境无污染，取得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商标只是生产绿色水稻的先决条件。因

为产地的大气、水、土壤等任何一项受到污染，就不可能生产出真正的绿色食品水稻。然而，

环境本身无污染并不能完全证明所种植水稻的安全性，因为在水稻的种植过程中还可能受

到人为污染，如施用未经处理的城市垃圾及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等。

误区二，选用优质稻米品种所种植的水稻即为绿色食品水稻。优质稻米品种，虽然具备

许多优点，但若是种植在环境有污染的区域或在种植过程中受到人为污染，其产品也不能称

为绿色食品水稻。

误区三，不施用任何化肥、农药生产出来的水稻即为绿色食品水稻。绿色食品水稻分

’’ 级和 ’ 级。’’ 级绿色食品水稻要求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肥料和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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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允许使用经过鉴定的生物肥料和植物源以及动物源农药；! 级绿色水稻在生产过程中

可以限量使用限定的化肥和农药。

误区四，经过精加工和精包装的水稻即为绿色食品水稻。精加工和精包装是市场营销的

一种手段，它改变的只是水稻产品的外观形象，对它的内在品质没有任何改变。

"#" 品牌意识淡薄

!创品牌热情不高。原因是在部分领导和群众的思想意识里，统购统销的观念根深蒂

固。面对入世，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另外，优质不优价，高质量不如高产量，极大的挫伤了

干部群众创绿色水稻品牌的积极性。"利用品牌意识差。创造名牌不是目的，发挥名牌效应，

提高知名度，扩大市场占有率才是根本目标。然而，一些地方和企业利用品牌的意识极差，营

销手段落后，守米待客，致使“皇帝的女儿”也愁嫁。如中国第一个取得绿色食品水稻证书的

“松莲”牌大米，由于没有很好的利用品牌，$% 年过去了，第一号绿色食品水稻依然故我，深

藏“闺阁”，既没有走出前郭灌区，也没有走出省门，更谈不上走出国门了，农民也未深切地感

受到名牌绿色食品水稻给他们带来应有的喜悦。#轻视品牌的保护。创造名牌很难，保住名

牌更难。经过 $% 多年的努力，吉林省绿色水稻已创出一些知名品牌，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

但一些地方和企业由于忽视对品牌的保护，致使市场上鱼目混珠，假冒产品泛滥，甚至个别

企业仅从眼前利益出发，也“挂羊头卖狗肉”，破坏了企业的信誉，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

"#& 管理体系不健全

!专业的管理体系不健全。目前，省、市（州）、县三级都成立了绿色食品管理机构，初步形

成了管理网络。但个别地方只是竖起了牌子，还缺乏专家型的管理人员。在依法行政方面，缺

乏与技术监督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的沟通和合作。"质量检测体系不健全。虽然建立了绿色食

品环境质量和绿色食品产品质量检测机构，但由于是协作机构，部分单位还在省外，收费又较

高，给规范化管理带来很大困难。#质量管理标准体系不完善。迄今为止，还没有正式出台《吉

林省绿色食品水稻栽培技术操作规程》。此外，质量检测标准还没有与国际全部接轨。

"#’ 技术服务落后

!技术服务网络不完善。目前，全省各级绿办与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协作，初步形成

了绿色水稻的生产技术服务网络，但缺乏企业和教学、科研等部门的参与，致使科研、推广、

生产相脱节。"技术服务水平低。我省的绿色水稻生产，缺乏技术上的支持和保障。首先表

现为，在品种的引进和选育上还存在很大差距，缺少适合当地的抗病虫害的优良品种。"%%$
年的水稻稻瘟病导致优质水稻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就说明了这一点。其次是缺乏易于被农民

采用的高新技术和应用现代生物技术研制的“绿色”生产资料。#信息网络不健全。社会发

展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就是生产力，信息就是效益。信息网络不健全，必然导致信息闭塞，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 缺乏资金投入

我省是农业大省，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保护较好，是全国仅有的两个生态建设示范

省之一，开发绿色水稻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由于工业化水平低，财政比较穷，农业又连年

受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倒退，致使对绿色水稻产业投资有限，个别地方甚至连办“绿

证”的钱都拿不出来。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严重制约了绿色水稻产业的发展。

& 解决途径

&#$ 加强宣传引导，消除认识误区

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和培训，让管理者、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明确什么是绿色食品水稻，

才能消除认识上的种种误区，保证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 健全管理体系，推行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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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是绿色水稻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要把管理体系建设纳入重要日程。一是

要健全县级绿色食品管理机构，建立一支专业的管理队伍。二是要完成我省的绿色食品环境

质量监测国家级认证权的争取和机构建立工作，完成绿色食品产品质量检测权的争取工作。

规范化管理是今后绿色食品水稻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稻农掌握绿色食品水稻的知识

和技术越多，生产经验越丰富，生产标准化的程度就越高。目前省内已有一些绿色水稻生产

基地和部分稻米加工企业出台了各自的绿色水稻生产技术规程，这对规范绿色食品水稻生

产，提高稻农种稻的技术水平是大有益处的。从全省情况看，目前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根据

东、中、西不同地域的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出多种技术组装配套、便于农民掌握、可操作性强

的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 建设示范样板基地，创立吉林绿稻名牌

在积极推进全省绿色食品水稻规范化管理的同时，还应在省内主要绿稻产区，建立一批

高标准、高质量、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绿色食品水稻样板示范基地，以提高区域绿色食品水稻

的生产管理水平。实施品牌战略，创立吉林绿稻名牌，提高产品知名度，是示范样板基地建设

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示范样板基地要树立品牌意识，注重名牌的创立、利用和保护，强化

管理，摒弃旧的思想观念和落后的营销方式，搞好绿色水稻市场的开发和建设。

!"# 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加速绿稻产业化步伐

农业产业化是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农业第二次飞跃的必由之

路。一是要抓好龙头企业建设，借鉴外阜绿稻产业化的成功经验，走出一条市场牵龙头，龙头

带基地，基地联农户，既走公司$基地$农户的提高绿稻附加值的新路子。二是要强化市场建

设，完善绿稻销售网络，促进绿稻流通。同时，积极发展稻农购销组织，大力扶持贸工农、产供

销一体化的经营服务组织，加速产业化的进程。三是加强产品的宣传力度，在商标、包装等方

面有一个统筹的考虑，以利于争创国内乃至国际名牌产品。

!"% 完善技术服务网络，加强科研、培训与技术推广

各级绿办不仅要和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大力配合，还要加强同企业、生产基地、科研

院所、大专院校的协作，组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技术服务网络。

搞好绿稻生产，提高绿稻品质，必须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绿稻的科技含量。首先，必

须在科研开发的机制上有所创新，选好一批科技带头人，抓住重点，立项攻关。当前最紧迫的

是培育抗逆性强的优质水稻品种和开发绿色水稻生产专用生产资料。目前，吉林省土壤肥料

总站已在省科委立项，对全省绿色水稻施肥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取得了较大进展，生产绿

色水稻的专用肥料有望在近期面世。其次，要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科普培训工

作，加快推广易于农民接受、科技含量高的新技术。同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强化服

务手段，进一步完善绿色食品专用信息网络，促进绿色水稻生产经营向现代化、信息化方向

发展。

!"& 调整投资结构，扩大筹资渠道，增加资金投入

随着农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农业投资结构也要及时进行调整，要向绿色水稻产业重

点倾斜。扩大筹资渠道，增加对绿色水稻产业的投入。逐步建立以绿色稻米加工龙头企业和

农民投入为主体，财政和信贷投入为导向，广泛吸纳国内外资金的绿色水稻开发机制。政府

要拿出一些专门资金，建立健全绿色食品环境质量监测机构和绿色食品产品质量检测机构，

制定全省绿色水稻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研制绿色水稻专用生产资料，建立区域化、专业化的

绿色水稻良种繁育基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普及绿色水稻知识和技术，宣传绿色水稻基地

和品牌；金融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绿色水稻基地开发的信贷扶持力度，有计划地扶持一批市

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的绿色稻米加工龙头企业；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鼓励和扶持股

份制、股份合作制、联营、合伙经营等方式从事绿色水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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