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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链””思维思维！！
重庆怎样让好粮卖出好价重庆怎样让好粮卖出好价

涪陵区龙潭镇富涪陵区龙潭镇富
硒稻基地金灿灿的稻硒稻基地金灿灿的稻
田里田里，，44 台联合收割机台联合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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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员通 讯 员 何 乾何 乾
健健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者”，“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硬道
理。

重庆作为粮食产销平衡区，保持应有的粮食
自给率，既关系到3000多万重庆人的“饭碗”，也
关系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大计。

然而，对重庆而言，山地和丘陵面积占比达
九成左右，种粮收益一直不高。如何让农民种粮
有利可图、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两江观察从采访调研中发现，重庆正在探索
一条切合市情的路径：“借脑”工业中常用的“链”
思维，对粮食产业全链条提档升级，让好粮卖出
好价钱，从而提升粮食产业“含金量”。

种源更“优”

良种—好粮—好价，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
工程——有了良种才能种出好粮，种出好粮还需
要强大的品牌才能卖出好价。种粮有更好的经
济效益，才有人愿意投身其间……这就是“链”思
维。

按照“链”思维，我们首先要抓好种子这个源
头。

种子被称为农业的“芯片”，是提高粮食产量
和质量最基础的支撑。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研究报告，目前国际粮食总产增长只有两成是依
靠播种面积的增加，八成要依赖于单产水平的提
高。而单产提高和品质提升，60%—80%来自于
种子的改良进步。

《重庆现代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
2025年)》提出，要聚焦农作物、水产、畜禽、农业
微生物四大种业领域优势特色物种，力争把重庆
打造成西部种业高地。这，是做好重庆种业振兴
行动的“顶层设计”。

近年来，重庆成功培育农作物品种超过200
个，耐热优质杂交水稻、优质糯玉米等良种覆盖
率达96.5%，为全市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作出重要贡献。

但同时，我市也存在种业企业竞争能力不
强、种业基地供种能力较弱、种质资源仍在持续
消亡等短板。对此，我市大力实施“种业振兴行
动”，努力打好种业“翻身仗”。

以水稻为例。去年重庆推广优质稻品种
237个，优质化率达到64.6%，其中由市农科院选
育的“神农优228”曾在首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
味品质鉴评中获过金奖，是西部地区唯一进入
10强的优质杂交水稻品种。未来，重庆将力争
把水稻品种优质率提升到75%，并进一步提高优
质稻种植效益。在优化品种结构方面，将加快推
广口感、外观、抗性、产量等综合性状优良食味水
稻品种，同时定向发展一批专用籼糯、香稻、红
稻、米粉专用稻等特色水稻品种，增加绿色优质

产品供给。
3月10日，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推荐了

35个优质粮食作物主导品种，涉及杂交水稻、杂
交玉米两大类。这些主导品种不仅具有产量高、
抗病性强等特点，还能很好适应重庆不同地域和
地形地貌的生长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在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过程中，特别注重基础性研究。其中最为人关注
的，是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种质创制大科学
中心。

这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于今年1月启动运
行，其目标为“真正建成全国乃至全球种质创制
大平台”，核心战略任务是研发种质创制关键核
心技术与装备，攻关种源“卡脖子”技术，为满足
未来产业的多样化需求提供现代化和高水平的
品种，努力建成国际领先的种质创新中心，切实
把“种子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生产更“精”

有了好的种子，下一步的关键就在于怎么
种。就重庆的客观条件而言，唯有在“精”字上做
文章。

根据我市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重庆耕地面
积约为2800万亩，人均耕地面积仅0.8亩，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人多地少矛盾突出。为此，重庆
应立足现有条件、着力提档升级，在藏粮于“技”
上花大力气、下“绣花功”。

首先是建设高标准农田。通过高标准农田
建设提升耕地质量，是弥补耕地数量不足的重要
措施。重庆深入实施“千年良田”工程，截至去年
底，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498万亩，今年还将新
建226万亩。据市农业农村委测算，通过高标准

农田建设，农业规模化程度显著提高，综合机械
化率可以提升30%左右，基本上能够达到宜机宜
耕、能排能灌、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目标。

比如，永川针对“馒头山、巴掌田、鸡窝地”的
地形地貌，综合运用“水平条田化、地块缓坡化、
坡地梯台式、地块自连互通改造”4种模式，积极
推动耕地“小变大”“短并长”“陡变平”“弯变直”，
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58.62万亩，大大提高了种
植效率。

其二是推广农业机械化。没有农业机械化，
就没有农村农业现代化。近年来，重庆在发展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过程中，以提高水稻、玉米、
马铃薯、红薯、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综合生产能力
为重点，围绕耕整地、种植、收获、植保、烘干和秸
秆处理等主要环节，积极提高产前产中产后全程
机械化水平，效果明显。

例如，大足在农业生产中坚持田、土、水、路、
林综合治理，灌溉排水设施和农业机械耕作道路
全面得到提升，解决了农机到田间“最后一米”问
题，从田地翻耕到水稻播种、收获再到秸秆回填，
从谷粒抽入货车送到加工厂烘干到入库，全程实
现了机械化和智能化，在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
还保证了粮食质量过硬。

其三是创新生产模式。重庆立足地区气候
条件，积极推广复合种养，通过稻油轮作、稻经轮
作、稻禽协同、稻鱼共生等“水稻+”“玉米+”高效
种植模式，大力推广间种、套种、轮作，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和单位产值，有效激发了农民种粮增收
的积极性。

此外，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以跨界融合的方
式让三产联动，形成全产业链品牌效应，也是实
现好粮卖出好价的重要路径。比如，酉阳花田乡

依托“花田贡米”这个“拳头产品”，推广水稻+麻
旺鸭种养模式，建设年精深加工2万吨优质大米
的加工生产线，“花田贡米”供不应求。同时，引
进花田有机鸭农产品加工企业、利用旅游资源优
势发展乡村旅游等，让传统农耕和乡村旅游共同
发展，也大大提升了农业效益。

品牌更“响”

好酒也怕巷子深。相较于工业产品，粮食品
牌的打造往往更容易被忽略。

重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让农产品卖得出、卖得远、卖得好。为此，很重要
的一条措施就是加强品种、品质、品牌建设，推广

“巴味渝珍”等区域公用品牌。
去年12月，重庆举办第二届“三峡杯重庆十

大好吃大米”评选活动，“夔门红土米”“三星香
米”“白土高山稻鱼米”等10个好米品牌上榜，声
名远扬。

可喜的是，重庆不少区县也在积极探索塑造
粮食品牌。比如，奉节着力打造的“夔门红土米”
等系列品牌，捧回了农业农村部“优质大米奖”、
中国优质稻米博览会“优质产品奖”等大奖，名气
大涨，每公斤最高售价达到了50元，实现了“好
米”变“名米”，“名米”卖“好价”。

又如永川、南川、綦江等区县立足本地资源
特色，因地制宜发展有机稻、富硒水稻、特种（黑、
红）稻等特色水稻，收益是种植普通优质稻的3
倍。江津的硒浦有机富硒大米，种植于海拔
1000米的四面山富硒高山地带，生产基地获评
为“国家优质粮食工程生产示范基地”，成为响当
当的区域农产品品牌。

在把好粮送上老百姓餐桌的环节，同样有不
少“含金量”十足的地方可以做文章。如培育稻
米加工企业，通过对农产品初加工、深度加工制
作，通过抱团发展形成规模效应、做响品牌，延长
产业链，也能促成效益的更大化。

大足、奉节、彭水等区县积极培育稻米加工
企业，重点打造现代优质稻米生产基地，培育无
公害稻米、绿色稻米、有机稻米产品品牌，迄今

“足丰香米”“足丰软米”“渝香米”“香山米”等已
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邮桥香米”获得有机食品
认证和中国优质稻米博览会金奖加持；“南川米”

“金佛山贡米”“大观米”“苗妹香香”等优质地产
稻米品牌享誉市内外。此外，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结合精品加工和小包装出售，也能带来增值
效应进一步凸显。

永川区金龙镇利用宜机化土地整治成果，建
设万亩粮油种植基地，全镇现有种粮大户10
个。镇里引导种粮大户抱团发展，走农副产品深
加工的路子，帮助大户建设优质大米加工厂，使
种粮效益得到明显提升。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志章建议，要
支持各区县大力发展本土化、特色化、适度规模
化的种养业，深化精深加工，提升品牌价值，使更
多高品质的绿色产品进入千家万户。

“链”思维的核心在于融合、在于一体化。就
农业而言，重庆要不断整合粮食产业链上的各种
资源要素，让种源更“优”、生产更“精”、品牌更

“亮”，把“田头”与“市场”有机有效连接，从而让
农民种出更好的粮食，让粮食卖出更好的价钱。

这一路径，重庆已尝到“甜头”，值得进一步
探索和优化。

（两江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