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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优质稻米产业实践与展望 

李育娟 龚克成 江苏省无锡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周正权 无锡市惠山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 

无锡稻作历史悠久，历史上“无锡大米”遐迩闻名。但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特别是受 2007 年太湖蓝藻爆发

影响，“无锡大米”被外界贴上污染的标签，曾一度黯然失色。近年来，无锡市在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上下功夫，

突出优质稻米基地建设、优质食味稻米品种筛选、绿色高效技术集成推广和优质稻米品牌建设，探索了新时期振兴

“无锡大米”的有效途径。 

无锡优质稻米产业 

的实践与成效 

形成了优质稻米基地区域化布局。近年来，无锡各地利用万顷良田工程、无锡市都市农业建设工程、国家和省级农业园区

建设契机，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集中流转力度，在全市初步建成了宜兴东北、西北，江阴澄南、澄东南，锡山锡东，

惠山玉祁- 前洲和新吴鸿山等七大优质稻米产业基地，培育了宜兴芳桥和杨巷、江阴徐霞客和华士、锡山东港和羊尖、惠山玉

祁和前洲、新吴鸿山和滨湖马山等一批优质稻米生产重点镇（街道）。优质稻米基地化区域化布局的形成，对于提高优质稻米

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宜兴杨巷镇、芳桥街道、江阴华士镇、锡山东港镇被评为省级“味稻小镇”。 

开辟了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途径。在基地化、区域化布局的基础上，围绕“优质品种选出来、优质稻谷产出来、优质品牌

响起来”的技术思路，强化优质稻米全产业链技术集成。一是强化优质食味品种筛选推广。每年开展优质食味稻米品种筛选试

验，并对引进的新品种（系）进行米质品鉴，近年来筛选推广了南粳 46、南粳 5055、苏香粳 100、宁粳 8 号等优质食味品种，

2018 年全市优质食味品种覆盖率达到 40%，全市 80% 的市级示范片种植优质食味品种。二是强化绿色高效技术集成推广。自 2004

年开始，市财政设立专项开展市级水稻优质高产示范片建设；全面推广秸秆全量还田，优化肥料运筹，调整施肥结构，增施有

机肥，穗肥早施、少施氮肥、增施钾肥；优化水浆管理，前期浅水露田、中期轻搁分次搁田，后期干湿交替，收割前一周断水；

开展精确测报，示范推广稻田养鸭、养蛙、性诱、灯诱等绿色防控技术；制定了《优质食味粳稻清洁高效栽培技术规程》

（DB3202/T095-2017）并在全市推广。三是强化加工品质提升和品牌创建。集聚项目资金，加大投入力度，增添烘干、加工设

备和低温库建设，采用精细加工、储藏保证米质，如采用低温烘干和慢速升温的烘干技术、15℃以下的低温储藏技术及稻谷、

糙米分批储藏、精米上市的保鲜技术，确保稻米品质；开展品牌稻米评比和参加各类展销会推介无锡大米。无锡从心农业有限

公司的“吴之天川”和江阴华西都市农业有限公司的“华西村大米”分别获得 2017、2018 年江苏好大米特等奖，宜兴“隆元”

牌大米获评江苏好大米十大品牌、“杨巷大米”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探索了优质稻米产业化发展模式。全市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了三种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模式：一是“合作社（家庭农场、种

粮大户）+ 基地+ 加工+ 销售”自产自销模式，这种模式最为普遍，集优质稻谷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一般亩效益较卖谷

增 500-1000 元。二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如宜兴杨巷（优质稻谷专业化生产+稻米加工企业专业化加工+ 线下、线上

销售）和惠山洛社尚田六次产业园（优质稻谷生产+ 优质稻米加工+ 体验、旅游休闲）。三是改良型日式稻米产业模式（企业+ 

基地+ 加工+ 销售），其中典型有江阴华西都市农业公司和新吴区从心农业有限公司，应用日本品种或国内优质食味品种+ 绿

色精致生产（控肥控药）+ 精细加工（低温烘干，糙米低温储藏、订单精米上市）+会员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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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优质稻米产业 

发展存在的问题 

水稻面积减，种稻效益低。水稻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从 1984 年的 252.33 万亩下降到 2018 年的 61.76 万亩，总

产从 1984 年的 124 万吨下降到 2018 年的 36.85 万吨，降幅分别达到 75.5% 和 70.3%。据农情监测，2006 年以来，随着物化

成本、人工成本逐年上升，加上 2016、2017 年水稻生育期遭遇穗发芽和后期持续阴雨，水稻亩效益在 2014 年达到 1087.9 元

高点后，近两年来下降到 760 元左右。 

农技推广队伍弱化，种粮农民老化。尽管《农技推广法》要求强化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设，但基层农技推广部门经过多次

合并，市（县）区、乡镇（街道）从事粮食生产的科技人员减少，乡镇有也主要以病虫防治工作为主，加上从事粮食生产的人

员老龄化严重，先进适用技术难以到位。据调查，无锡市从事粮食规模生产经营户平均年龄 52.5 岁，其中惠山区平均 56.2 岁，

且不乏 70 岁左右的还在从事粮食规模种植，老年农民接受新技术能力差，多采取粗放的栽培方式。 

优质稻米基地规模小而散，品牌影响力不强。基地化、规模化生产是提高稻谷品质的基础条件。据 2018 年稻谷规模种植补

贴核查，全市水稻种植规模在 20 亩以上的占 54%，其中宜兴占 50%、江阴占 57%、市辖区占 72%，规模化生产比例仍然不高。产

业化、品牌化加工销售是提高种稻效益的重要环节。尽管近年来全市评出了 20 个金奖、银奖稻米品牌，但这些品牌的产品市场

占有量、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都还不高。 

无锡优质稻米产业发展思路 

推进立法，切实保护太湖地区水稻种植面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2018 年全市水稻面积仅为 61.76 万亩，近三年全

市稻米自给率仅为 31.78%-38.96%。近年来，江苏省政府对市、县政府进行粮食安全考核，其中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总产是重要

的考核指标，并且是一票否决的指标之一，这也释放了省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决心。但仅仅进行考核还不足以稳定太湖地

区粮食种植面积，建议人大立法机关推进水稻田立法保护，切实保证水稻种植面积的稳定。 

夯实基础，推动优质稻米产业可持续发展。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和机构改革职

能调整为契机，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产能；加强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县、

区、镇级农技推广体系，禁止乡镇农技人员随意借用，确保农技推广队伍稳定并有条件地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技服务机制；鼓励、

培养有体力、有能力、有情怀的年轻人投身农业，积极宣传江阴市华西都市农业园区“七君子”、宜兴市杨巷镇 30 多位返乡大

学生入会“杨巷镇农业青年商会”等投身粮食生产的典型，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投身粮食生产。 

强化联动，提升优质稻米产业综合效益。进一步加大土地规模经营引导和优质稻米产业扶持力度，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

本投向优质稻米产业，推进优质稻米产业提档升级；进一步加大优质食味水稻品种筛选、绿色高质高效技术集成推广，充分利

用冬季轮作休耕面积扩大的有利条件，扩大南粳 46、苏香粳 100 等生育期长、米质优的品种种植面积，有条件地扩大稻田综合

种养等绿色高效种植模式，为优质稻米产业化开发提供优质粮源；扶持企业加大“无锡大米”“华西大米”“杨巷大米”等区

域品牌打造力度，提升品牌带动能力，实现优质稻米链式开发和品牌增值；鼓励各地借鉴华西村“都市农业插秧节”、无锡市

“风吹稻花垄上行亲子体验活动”等做法，拓展稻米产业体验、文旅观光等功能，提高优质稻米产业综合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