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建设产业园区  推进粮食产业化发展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是 我国的粮食 大省，20 0 8

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 580 亿斤，粮食收

购量 260 亿斤，向省外调出粮食约 190

亿斤，是全国六个粮食净调出省份之一。

近几年来，安徽省根据粮食生产形势和

粮食流通市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大力

扶持粮食加工龙头企业发展，以粮食产

业园区建设为突破口促进粮食产业化的

发展。

市场化经营催生粮食产业园区

安徽省 20 03 年在全国率先推行粮

食补贴方式改革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改革，卸下了“老粮、老账、老人”的历

史包袱，实行了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市场

化经营。但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仍然

以收粮卖粮的传统经营模式运转，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多数收储企业只单

纯从事收粮卖粮，加工 企业只从事生产

粮油加工，产业链条短，企业规模小、

粮油收购或加工 经营量少，加之分散经

营，各自为战，缺乏产业集聚效 应，造

成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经济效益

低。

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充分发挥粮食

产业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中的重

要作用，20 0 6 年，安徽提出用三年左右

的时间，在全省有条件的市、县各建成

一个集粮食收购、仓储、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粮食产业园区，实现粮食收购、

储存、加工、销售、物流各环节的有效

链接，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走产业

化之路，再创安徽粮食生产新辉煌。

为推进粮食产业园区建设 和粮食

产业化发展，三年来，全省各级财政部

门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省财政 直

接 投 入 补助资金总额达 1 亿 元，其中

包括省财政每年在预算中安排的专项

资金约 1800万元；从其他专项资金中

每年整合 50 0 万—10 0 0 万元 ；利用中

央财政对产粮大省的奖励资金 1677 万

元。各市财政和部分县级财政也直接

投入 了近 50 00 万元，充分发挥了财政

资金的引导和扶持作用。

根据省委省政府提 出的加强工业

园区建设、引导同业产业和相关产业向

专业化工业园区集聚、实现资源共享的

要求，安徽粮食产业园区建设 主要依托

县域工业园区，部分地区依托港口或公

路 交通干线和铁路场站，按照规范有

序的原则积极推进。一是园区建设有规

划。聘请高资质的科 研 院校制定项目

规划，并组织专家评审论证。工 程招投

标规范，项目规划、项目建设一律采取

招标的方式确定设计和施工单位。二

是用地手续合法 齐全。随着国家对土

地控制政策的不断调紧，征地难度越

来越大，各级 政府在有限的建设 用地

计划指标中，原则上都优先安排粮食产

业园区建设 用地。三是资金 筹措有来

源。各地通过实施退城进郊，积极争取

土地出让金全额返还政策；通过多种

融资渠 道，争取 农业发展银行和商业

银行贷款；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吸收民

营资本和外来资本投入园区建设。四是

项目选择有条件。各地的地方粮食承储

企业均作为骨干企业入驻园区，并积极

引进有品牌、有技 术、规模大的企业，

注 重产业配 套，防止低 水平的 重复 建

设。

目前，全省共有 82 个市县规划和

建设 粮食产业园区 98 个，其中在建 74

个，正在规 划 24 个。52 个 园区主体工

程竣工，占在建园区的 70 % 。总规划项

目 248 个，项目设 计能力，预计加工 年

产量可达到大米 487 万吨、面粉 374万

吨、油脂 132 万 吨，仓容 462 万吨。与

此同时，园区项目招商引资也取得丰硕

成果，20 0 8 年招商引资额 14.07 亿元。

园区粮食产业化迅猛发展

——基地建设创新发展。一是积极

探索土地流转方 式。一些企 业通过承

包农民土地，推行规模化种植、标准化

生产，实现了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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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富硒 香集团租赁农民土地 2 0 00 亩，

农民入股土地 1000 亩，农户收入除租

金和政府各 项补贴外，入 股农户还享

受股息和分红，实现了农民增收、企业

增效的双赢。二是带动农民科学种粮。

界首市粮食局 200 8 年建有种子繁育基

地 3700 亩、优质小麦生产基地 8万亩，

不仅种子基地每亩可带动农民增收 110

元，生产基地每亩 可增收 60 元，还保

证了企业粮食来源和质量，经济效益可

观。安徽 槐 祥工贸集团 购买了拥有 50

年土地使用权的 20 0 0 亩农田作为农业

生 态科技 示范园，聘请专家以授课指

导的方式培育良种、试验良法，带动农

户科 学种粮。三是 大 力开展粮食订单

生产。目前，全省粮食系统粮油订单面

积达 3445 万亩，其中，水稻 180 0 万亩、

小麦1192 万亩、油菜 453 万亩。订单粮

油收购总量 650 万吨，其中稻谷 2 69 万

吨，小麦 352 万吨，油菜籽 29 万吨，均

创历史新高。

——龙头企业生机勃勃。一是数量

大幅增加。安徽省积极争取 国家级和

省级龙 头企业份额，粮油类国家级 龙

头企 业由 8 个 增加 到 12 个，占全省国

家级 龙头企业总数的 37.5% ；粮油类

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由 8 8 家增加

到 123 家，占全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

企业总数的 2 8% 。二是 规模进一步扩

大。如庆发集团走集群式发展的路子，

集粮 油收 购、加 工、储藏、物 流为 一

体，综合实力大大增强；新锦丰集团在

宿松 新建方便面 生产线，新增年生产

能力 6 亿包。三是粮油加工 能力大幅提

高。截至 2 00 8 年 10 月底，企业粮食加

工 能力达到 1950 万吨，油脂 220 万吨，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15% 、9% ；大米、

面粉产量 784.3 万吨，油脂 2 6.5万吨，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62% 、32 % 。四是

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截至 20 0 8 年 10 月

底，企业销售收入 274 亿 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85% ；龙头企业销售收 入 超 10

亿 元的有 10 家，超 5 亿 元 的 10 家，超

1 亿 元的达到 40 家。五是粮油创名牌

战略成果显著。在 20 0 8 年全省评出的

122 个安徽名牌产品中，粮油及粮油机

械 产品 21 个，占总数的 17 % ，是历年

获安徽名牌数量最多、占比例最大的一

年。在全省 215 个著名商标中，粮油类

占到了 10 % 。此外，还有一大批产品获

得中国名牌农产品、有机食品、绿色食

品等称号。六是精深加工 亮点突出。安

徽稼仙 集团米业投资新建了无菌方便

米饭项目，年生产能力 1万吨，新增产

值近 2 亿元，并利用获利资金对贡糕和

方便食品项目进行了改扩建，进一步提

升了产业技术水平。安徽越宜酒业年产

6 万吨黄酒项目三期工 程建成后，可实

现产值 20 亿元，成为我国最大的黄酒

生产企业，对拉动当地糯稻生产和农民

增收有着巨大的带动作用。瑞福祥食品

公 司 30 万吨小麦精深加工 项目已开工

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国最大的谷

朊粉生产企业。同时，项目建设中还开

发利用废液沼气发电，通过发展循环经

济提 升经济和社会效 益。家乐米业公

司利用稻壳开发生物质炭、草酸醋液、

发电等高效综合利用项目。这些深加工

项目的建设，为安徽省粮油加工企业今

后的科学发展开辟新路子起到了良好

的带头示范作用。

——各 种 经 济 合 作 组 织 快 速 发

展。目前，全 省粮食行 业协会 已有 56

家，各 类粮油专业协会 33 家，特别是

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农村粮油专业

合 作 社由 20 07 年的 62 家发 展 到 154

家，粮食经纪 人 约 1.5 万人。大平工贸

集团、槐 祥工 贸集团 等一批龙头企 业

积极领办农村合作社，对入 社的社员

实行良种、播种、测土配 方 施肥、田

间管理、机 械化收 割、订单 收 购、加

工、销售“八统一”，同时通过合作社

的门市部，向社员优惠供应农资、日用

品等。这 些中介和经济合作组织的建

设 对提高粮食产量和品质、增加农民

收入、保障企 业优 质粮源、建立更加

紧 密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均发挥了重

要的桥 梁 纽带作用，实现了政 府、企

业和农民三满 意。

——营销服务网络建设 再上台阶。

目前，全省粮 油城 市连锁 店已发展 到

2439 个，销 售 收 入 7.2 亿 元，较 上年

增长 47 % ，安排就 业近 500 0 人。农村

服务社发展 到 2230 个，销售收 入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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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较上年增长 52 % ，安排就 业近

4000人。各地的营销服务 也呈现出不

同的特色。和县国有粮食 购销企业创

建农村服务社 80 多家，流动服务点 160

多个，将网点设到村庄，开展粮油兑换，

兼营种子、化肥、农药等，极大地方便

了农户。淮北市天 宏集团在全市建立 30

家粮 油连锁 店的同时，还 在区县 建 立

10 8 家“放心粮油销售店”，开通两部配

送服务热线。铜陵市发挥“皖星”品牌

优势，在居民小区、集贸市场设 立粮油

连锁 店近 40 家。合肥、六安等地则以

军供店为依托，开通了网上粮店，进一

步方便了居民购粮。

推动粮食产业化再上新台阶

安徽的粮食产业园区建设在取得了

一定 成绩的同时，也遇到 了诸多困难，

全球金 融危 机 的影响逐步显现，资金

短缺导致对粮食生产、加工 和流通领

域的投入减少，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则进

一步加大。面对严峻的形势，安徽省将

从以下方面入手，推进粮食产业的科学

发展。

——提高产品研发能力，优化粮食

产业结构。目前全省粮食 粗加工 比 重

大，精深加工少；产品研发能力薄弱

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和发展

方式的不合理将使粮食生产粗放型增

长难以为继。必须加快粮食产品研发进

程，大力发展深加工 ，提高粮食生产的

科技含 量，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升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意识

带动粮 油产业发展。安徽省龙头企 业

发展 总体上呈现多而不大、多而不强的

局面，造成了安徽的粮油工业总产值与

其他省份的一定差距。下一步，应着力

发展集粮油收购、加工、储备、内外贸

易和现代物流为一体的集群 式的大型

企业，同时，改变品牌多而不响的局面，

提升龙 头企业品牌 经营意识，充分利

用其内在价值。此外，还应着力扭转企

业重复建设的苗头，督促龙头企业将主

要精力放在粮食加工上，避免大规模盲

目建仓，减小发展风险。

——均衡产业园 区建设 进 展。资

金、用地、人才等问题始终困扰着一些

地方园区建设 和发展；特别是一些地

方粮食部门重国有、轻民营，重政策性

业务、轻产业化发展的思想观念依 然

没有转变。应着力扭转这种思想，督促

有关地区加快建设 进程，保障园区用

地，加快农业专业人 才引进，全面推进

全省各地粮食产业化的发展。

责任编 辑  周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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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组长贺邦靖

慰问中国财政杂志社干部职工

2 月 2 日，财政部党组 成员、中纪 委驻 财政

部纪检组组长贺邦靖同志在财政部监督检 查局

局长耿虹、驻部监察局局长高建华等同志陪同

下来到中国财政杂志社，亲切慰问全社干部职

工，为大家送来新春问候。贺邦靖组长指出，中

国财政杂志社历来都是财政部的重要舆论阵地

和喉舌，是财政宣传的重要窗口，对杂志社全体

干部职工 为财政 宣传事业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

感谢，并祝大家取得更大的成绩。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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