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产业布局
促进集约化发展

全盟综合考虑资源禀赋、气候特点、
产业基础，结合环境承载能力、未来开发
潜力和长远发展需求，坚持“以水定稻”原
则，高效利用地表水、杜绝开采地下水，突
出优势区域，在沿河沿岸土壤条件较好的
地方建立产业基地，大力推进绿色水稻生
产示范基地创建和稻蟹、稻鱼、稻鸭等示
范基地建设，努力打造设施完备、功能齐
全、生产标准、产出高效、景观优美的综合
示范区。将高标准农田建设、节水改造、
农机具补贴等涉农项目集中向“兴安盟大
米”产业基地倾斜，大规模开展中低产田
改造，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实
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积极推广节水灌溉
技术，全面提升稻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力争用3年时间，将全盟建成稻蟹、稻鱼、
稻鸭等示范基地 50个以上，绿色水稻产
品基地认证实现全覆盖，有机认证达到
65万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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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经营模式
增加种植收益

在经营管理上，兴安盟通过“公司+合
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
等新型经营方式，先后组建5个兴安盟大
米产业化联合体，全盟31家“兴安盟大米”
用标企业带动合作社71家、种植户11501
户，经营稻田43.5万亩，占总量的36.8%。

通过优化生产组织方式，提高稻米生产
经营组织化水平，兴安盟以耕地承包使用权
流转和使用权入股为主要形式，以农业合作
经济组织和股份制合作社为主要载体，专业
化生产大户为补充，积极发展大米的规模化
和组织化生产。建立龙头企业带动、专业合
作社联动和稻农积极参与的合作模式，推行
股份合作型、订单合同型、服务协作型、流转
聘用型利益联结机制，把稻农紧紧吸附在产
业链上，让稻农在产业链增值中真正受益。
培育造就高素质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为
稻米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2018年以来，兴安盟紧紧抓住国家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的有利机遇，充分发挥自然
资源禀赋，加快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全盟稻米产业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未
来的兴安盟正在按照“稳粮、优供、增效”的
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示范引领、
循序渐进，全要素、全产业链、全地域地谋划
稻米产业发展，努力打造促进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农村增彩的百亿元产业。到2022
年，兴安盟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以
上，其中绿色有机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10万
亩以上，稻谷产量达到95万吨以上，全产业
链综合产值达到150亿元以上。

兴安盟将稻米产业做大做强，充分发
挥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各级农科
院（所）以及种业公司等科技研发平台作
用，根据各主产区条件，科学确定主栽稻
种和搭配品种，加强新品种与栽培技术的
示范与推广，提高全盟水稻良种普及率，
以稻种的高质量确保稻米的高品质。

2016年以后，兴安盟水稻以每年20
万亩的面积迅速增加，2019年全盟水稻种
植面积达到135万亩、占全区水稻种植面
积的51.2%，其中绿色、有机水稻原料基地
70万亩、占全部水稻种植面积的51.9%。

去年，在袁隆平院士的关心指导下，兴
安盟大米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
带动贫困农牧民脱贫致富的富民产业，引
领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兴安盟
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挂牌运营后，
先后建立了种子繁育、耐盐碱水稻科研等6
大基地，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耐盐碱水
稻亩产达到508.8公斤，此次试验的成功，
对于我国北方、甚至对同一纬度、同一气候

带上的国家都有广泛的示范意义。
兴安盟在水稻种植上加强先进种植

技术应用，实施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大力
推广高效种植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以寒
地水稻旱育苗机械插秧技术为主，同时配
套推广了精确定量栽培技术、降解地膜覆
盖机插秧和稻鱼稻蟹稻鸭共育绿色标准
化生产等技术，综合机械化普及率达到
99.4%，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2018年以来兴安盟实施大米品种、
品质、品牌战略，不仅让兴安盟大米生态、
安全、绿色、有机的金字招牌更加响亮，引
领兴安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还走出了一
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路子。

“稻米产业是兴安盟的优势特色产
业，大力发展绿色水稻种植，提高水稻综
合利用率和精深加工水平，做好稻米产业
的延链、强链、补链这篇大文章，对于全盟
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和
示范效应。”兴安盟委书记张恩惠说。

袁隆平院士工作站提供科技支撑

目前，全国共有兴安盟大米销售网
点2000余家，覆盖北京、呼和浩特市、包
头等城市，线上“兴安盟大米”网店30余
家，形成了线上销售与线下销售相融合
的营销格局。

兴安盟抓住6个旗县市被评为“全国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机遇，积
极与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开展合
作，打通线上线下供应链。在北京市、呼
和浩特市、包头市三个重点销售地成立

“兴安盟大米”商会、设立纯正专卖店，充
分运用国家帮扶政策，推动兴安盟大米
走进大中城市。同时，支持大米企业参

加国际国内各种大米评选、知名展会，鼓
励兴安盟大米产品入选各种国内国际大
会的指定专用产品。

兴安盟为保障电子商务健全发展，
在物流配送工作上，打通多式联运通道，
实现各种运输方式货物换装、仓储、中
转、集拼等功能的无缝衔接，推动交通物
流融合发展。加快推进物流项目建设，
开展仓储、流通加工、配送等物流功能服
务，打造全盟综合物流集散地。优化整
合利用现有物流设施资源，降低物流成
本，提高物流效率，为电子商务企业提供
更加快捷的物流服务。

健全营销体系扩大市场占有率

兴安盟鼓励大米加工企业开发新产
品，生产糙米粉、粥米粉、大米酒、米蛋白
和稻壳环保餐具等，以举办“水稻插秧
节”“稻田捕鱼节”“我有一亩田”等活动，
促进稻米产业与文化旅游、乡村振兴深
度融合。为顺应广大消费者的多样化、
差异化需求，兴安盟大力发展稻米新兴
业态，坚持“农业+旅游+文化”发展模式，
启动实施万亩水稻公园、水稻风景区、稻
田民族文化游乐园、稻田旅游度假村、水
稻智慧农业展示园区、稻田养殖示范区、

兴安盟大米特色小镇建设，形成种、养、
加、销、旅产业循环、特色鲜明的田园综
合体，让稻田变景区、让田园变公园、让
风景出产值。提升稻米产业附加值。

兴安盟以稻米产业发展为突破口，
以“双百”工程为抓手，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全盟稻米产
业发展转型升级，示范引领全盟走出一
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
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完善产业链建设发展稻米附加值

兴安盟大米两年内就由普通大米逆
袭成为香飘万里的名米、安全营养的好
米、体现绿色生态价值的高端米。兴安
盟大米已获批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被授
予“2018中国十大大米区域公用品牌”

“中国十大好吃米饭”“内蒙古优质稻米
之乡”等称号。并已成功入选2020年全
国第十四届冬运会唯一指定用大米。

针对“兴安盟大米”商标数量多，品牌

之间各自为战的现状，兴安盟成立“兴安
盟大米”品牌建设领导机构，出台品牌创
建奖励扶持办法，加强品牌建设和保护，
鼓励加工企业将新发展理念贯穿稻米生
产全过程、融入产品品牌价值，加强品牌
资源整合工作，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和联合
整治行动，严格保护商标专用权，净化市
场环境，维护品牌形象。不断提升“兴安
盟大米”区域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注重品牌保护提升市场竞争力

为确保兴安盟大米品质有保障、可
信赖，兴安盟制定了《兴安盟优质水稻生
产技术规程》和《兴安盟大米团体标
准》。不定期开展抽样检测和专项整治
活动，确保稻米种植、仓储、加工、流通等
全程达标、全面合格。大力开展控水、控
肥、控药、控膜“四控”行动，积极推广绿
色种植和生产，实行风险分级管理，探索
实施从水稻栽培、田间管理、产品加工、

市场营销全链条介入。
为让消费者对每一粒大米吃得放

心，兴安盟完善了产品质量监测体系，实
行属地管理，把兴安盟大米产业联盟作
为大米产品质量监测的主体，把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园
区纳入监管体系，建立兴安盟大米“米联
体”大数据中心，实现大米从田间到餐桌
的全程可监控、可追溯。

完善生产标准提升品质管控

兴安盟发展特色稻米产业兴安盟发展特色稻米产业。。 胡日查胡日查 摄摄

连日来，“兴安盟大米”喜报频传：10月21日，兴安盟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长沙市联合举办“2019兴安盟大
米产业发展论坛”，共同论“稻”、品兴安味“稻”，提升兴安盟大米品牌影响力，向全国展示兴安盟水稻的地域优势和绿色无污染
的生态优势；10月17日，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示交易会暨国际粮油博览会上，兴安盟被中国粮食行业协
会授予“中国草原生态稻米之都”称号，成为全国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地市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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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赉特旗现代
农业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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