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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龙头企业为引擎做大粮食产业

张常明

近年来，湖南省祁阳县坚持以 粮

食产业化经营为突破口，大力扶持粮

食龙头企业发展，取得积 极成效。目

前，全县优质稻常年种植面积 75万亩，

亩平增收 200元；发展优质稻种植协

会 5个、会员25.5万人；培育市级 以

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5家，2008年

实现产值 5.5亿 元，其中天 龙米业公

司还跻身“全国大米加工十大企业”。

——发挥资源区位优势，提供企

业发展“动力”。祁阳县粮食龙头企业

的发展与全县粮油资源丰富、区域优

势明显密不可分。从资源看，祁阳县现

有稻田 面积 58.17 万 亩、油茶林 面 积

42 万 亩，年均产粮 55万吨 以 上、茶油

6000吨 以 上，粮 油商品 率 60% 以 上，

生产的稻谷、油茶籽为龙头企业提供

了丰富的原材料。据统计，目前 3 家大

米加工龙头企业所需稻谷 80% 来自本

县，湘妹食品 所需的糯米、芝麻等原

材料 90% 来自本县。从 区位 看，祁阳

县毗邻两广，粮油、食品 销售市场主要

在广东、广西及沿海地区，区位优势明

显。5家龙头企业 均位于祁阳湘江北

部，紧傍 322国道、湘桂铁路，坐落或

毗邻祁阳县城，企业原材料购进和产

品 运出十分方便，且能节省大量运费。

按 每百公 斤原料（或成品）节省 1 元计

算，5 家龙头企业一年节省运费可达

200 多万元，为龙头企业发展壮大提供

了有利条件。

——推广订单粮食，创造企业发

展“活力”。按照“政府引导、企业带动、

自愿加入、市场运作”的原则，并采取

为会员提供种子款、优先提供农业生

产贷款、优 质优价收购、年底分红等

优惠措施，吸引农民入会，大力发展

优质稻订单种植协会。全县共组建了

优质稻推广种植协会、银利来优质稻

米开发协 会、神怡优 质稻 种植协 会、

湘妹优 质稻糯米种植协 会 等五 大协

会，发展会员 25.5万人。其中，种粮大

户4000 余户，农民经纪人1500 余人。

在此基础上，采取“公 司 + 协 会 + 基

地 + 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订

单粮食。即由公 司与协 会签订订单稻

谷生产收购合同，由协 会再与农户签

订种植协议，公 司依托协会为农户提

供引种技术等服务，公 司按国家收 购

质量标准和确定的粮食收购价格进行

定点收购。2008年5家龙头企业 落实

订单粮食面积 20 万亩，收 购订单粮食

18万吨，2009年至今已落实订单粮食

面积 28万亩，涉及永州和衡阳的 6 个

县区、40 多个乡镇、500多个行政村。

同时，切实加强订单粮食规范和管理，

努力实现订单品 种优质化、协作规范

化、经营市场化、服务系列化，确保订

单粮食健康稳步发展。

——实现农企双赢，增添企业发

展“拉力”。全县五 大优 质稻 专业协会

自成立推广订单粮食以 来，充分发挥

协 会自身上联企业、下联农户的纽带

作用，积极 为会员提供 全程优质服务。

在提供引种服务上，协会累计投入资

金 300 多万元，先后引进和推广优质

稻良种 18个；在提供技术服务上，协

会聘请农技人员，走村串户，及时帮助

订单户解决 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

提升稻米品质，帮助企业打造无公 害

稻 米、绿色稻 米和有机稻 米品 牌；在

提供订单服务上，协 会确定专人搜集

和整理市场行 情，并及时反馈和调整

种植规模，组织订单生产，企业按订

单收购，让粮 农吃下“定心丸”。近 几

年，祁阳县优质稻收购价均比常规稻

高出 20—28元。三年来，全县累计种

植优质稻 142 万亩，为会员增收 2.2亿

元，5 家龙头企业共收 购优 质稻 53.6

万吨，为企业增效 3850 万元，实现了

共同发展、互惠双赢的目标。

——扩能提质创优，延伸企业发

展“张力”。5 家粮食龙头企业 绝大部

分在 90 年代中期创办，创办之初为家

庭作坊式小加 工 厂
，10 余年来，采取

“技改扩能、增产增效、原始 积 累，再

技 改扩能、再增产增效”的良性 循 环

办法，不断做 大做 强。2005 年以 来，

累计投入技 改 资金 1.2亿 元，其中省

财政技改 贴息资金 3500 万元，招商引

资 4800 万元。征 地 600 亩，新建、改

建大米生产线 5 条、年新增大米生产

能力 18万吨 ，引进油茶冷榨生产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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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年新增精炼茶籽油生产能力 3万

吨，新建速冻食品 加工生产 线 2 条、

年新增食品 生产能力 1万吨，新建 10

万吨饲料生产线 1条，新建仓房 9栋、

仓容 4.5万吨，新购运输车 15辆。同

时，龙头企业 积极参加 各种展销会，

借助各种平台推介产品 ，注重打造优

质品 牌，开发利用品 牌效益。目前，

5家龙头企业已有40 个品牌通过了国

家权 威部门的“三品”产品 认证，其中

有机 食品 稻 米 12 个，绿 色食品 稻 米

18 个，无 公害食品 稻 米 10 个；21个

产品 荣获 了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放心

米面油称号”。

（作者单位 ：湖南省祁阳县人民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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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平泉：设施农业破解农民增收难

闫锡杰  卢丙文

八年前，河北省平泉县遭遇一场

罕见大旱。以 农业 经济为主导的榆树

林子镇面对旱灾及 农民增收难的现

实，深入谋划发展思路，决定加快农

业结构调整，推行农业产业化 经营。

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决定把发展设施

菜产业作为强镇富民的重要抓手，制

定了沿公路万亩设施蔬菜基地建设规

划，并于当年全面组织实施。

为使 广大群众充分了解和参与农

业产业化 经营，该镇先从 转变干部群

众观念入手，强化教育，加 强引导。先

后组织镇村干部、典型户 500 多人到

山东寿光、辽宁北票以 及本省的承德

县等地考察学习，并通过邀请专家讲

课、组织培训班、召开座谈会等形式，

让广大干部群众深化 对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和农业产业化 经营的认识，增强

了发展设施 菜产业的信心和决心。与

此同时，通过政 府提供资金支持和技

术帮助等办法，大力扶植典型示范户，

以点带面，带动农民发展设施菜产业。

2001年，该镇以 郑杖子村为 突破口，

挑选文化 水平高、上进心 强、具有一

定种植技术的农户重点扶植，首批建

大棚 23 个，当年所有“典型户”全部

收回 成本，并户均获利 2000 元。经过

几 年的发展，目前，该村大棚户已发

展到 529户，户均建棚 1.4 个，有效带

动了其他村设施 菜产业的发展，蔬 菜

产业迅速在全镇发展起 来。全镇蔬菜

大棚由 2001年的 212 个、420 亩发展

到目前的 4634 个、9300 亩，冷棚发展

到 2461个、2500 亩，年产值达到 1.43

亿元，大棚户户均增收 1.4万元，全镇

农民人均增收 3500元。

大棚发展起 来了，如 何防止出现

增产不增收和菜贱伤农的现象，如 何

实现农民与市场的有效对接，成为榆

树林子镇设施菜产业发展的又一课

题。为此，该镇决定狠抓市场建设，延

长产业链条，以销促产。2001年，发动

镇干部集资27.9万元、镇财政投入40

万元、争取县财政投入 25万元建起了

一个占地 30 亩的蔬菜果品 批发市场，

当年市场交易量达到 1200 万公斤，实

现产值 1500万元；之后 两年连续投入

90 万元对市场进行扩建，并建成300

立方米的蔬菜保 鲜库一座。2006年又

投 入 290 万元，将市场扩建 30 亩，建

冷库1700立方米。目前，市场总占地面

积 达到 100 亩，2008年交易量达 4亿

公 斤，交易额 6亿元。此外，该镇还引

资180万元筹建了以 杂粮购销为主的

农副产品 交易市场，投资 95万元建纸

箱厂一个，拓展了市场经营领域。目前，

榆树林子蔬菜果品批发市场已经发展

成了一个集蔬菜、果品、杂粮、农用物

资、小商品、五金建材批发和餐饮 服

务为一体的民营经济发展园区，农民

从中得到了实惠，政府增加了收入，壮

大了产业规模，拉动了镇域经济发展。

到 2008年底，全镇 G D P 实现 2.24亿

元，较 2001年增长 27.3% ；全部财政

收 入完成 457.7万元，较 2001年增长

216% ，其中工 商税收 达到 150 万元，

较 2001年增长76.5% ；辖 区信 用 社

存款 实现 1.45 亿 元，较 2001年增长

383.3% ；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 3800

元，较 2001年增长192.3% 。

（作者单位 ：河北省平泉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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