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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来自上海的张先生已
经是第四次来到乾安县参加“乾安·黄
金小米节”了，“参加2017年的第一届
黄金小米节是被一个朋友带过来的，
当时只是随便看看，没想到这里黄小
米这么好，在上海一下子就打开了销
路。”这是记者参加第四届“乾安·黄金
小米节”遇到的客商。如今，乾安县
黄小米产业已成为全县特色杂粮的名
片，深得客户认可。

结合优势，发展“黄金小米”

乾安县位于我省西北部的风沙干
旱盐碱区，具有天然的黑土地，黑钙土
质肥沃，土地中富含盐碱，该土壤呈弱
碱性，富含碳酸钙、氮、磷、钾等，土地
平整，土壤疏松、透水、透气，保存养分
性能好，比较适宜谷类作物生长需要。

针对这一自然优势条件，2016 年
乾安县就制定了调优调强特色杂粮产
业的发展计划，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
础上，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尤其是黄小
米种植。

产业发展方面。近年来，乾安县
在稳定粮食生产面积、保障粮食安全
的前提下，不断引导农户科学调整种
植业结构，突出发展了以黄小米为主
的特色农业。以大遐、让字、余字等乡
镇为重点，借助省农发 10 万亩“黄金
小米”示范项目，发展谷子产业，打造
全县“千米条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经过试验、示范、引进并推广了适宜
在乾安种植的金谷 2 号和长寿香谷 1
号等谷子新品种，使乾安黄小米从产
量到品质都有了进一步提升，目前种
植面积达到25万亩，谷子总产量达到
7.5万吨，产小米4.9万吨，价格达到12
元/公斤。

品牌创建与宣传方面。在品牌建
设上，乾安黄小米凭借独特的优良品
质，上好的商品性状，曾多次荣获中国
长春国际农业博览（交易）会“名牌产
品”称号，并于2004年获得“国家合格
评定质量达标放心产品”称号，2009年
获得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认证。
2014年乾安弱碱食品公司的“春捺钵”
牌杂粮系列产品（含小米）获全国“优
质杂粮”品牌，今年8月份乾安谷粒获
吉林省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十大农产品
品牌。目前，已经创建了“谷葵”“淞
原”“乾谷安香”“乾方谷粒”“泥花”“唐
古河道”等 18 个品牌，产品在市场上
深受消费者喜爱。在品牌宣传上，
2017 年12月15日参加了在广州市举
办的吉林省优质特色农产品展销推介

“嘉年华”活动和2018年9月6-7日在
天津市举办吉林优质特色农产品大型
宣传推介活动，2017年9月15日，乾安
举办了首届“乾安·黄金小米节”以来，
已连续举办四届，影响力与日俱增。

地理标志使用及保护方面。乾安
县成立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专项负责地理标志产品的规
划、宣传、管理、质量监控及效益评估
等事宜。出台了《乾安黄小米地理标
志产品管理办法》，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制定了乾安黄小米吉林省地方标
准，要求企业必须依照《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规定》使用专用标志，严格按
照产品质量及生产技术规范要求组
织企业和农户进行科学种植管理。
对不符合乾安黄小米吉林省地方标
准要求的产品，不予冠名“乾安黄小
米”，同时对假冒地理标志产品的行
为给予严厉打击，确保专用标志的使
用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相关规
定。通过对乾安黄小米产业的宏观
调控和积极引导，乾安黄小米生产企
业、种植农户的标准化生产水平以及
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提升。目前，全县
共有 10 户企业获准使用乾安黄小米
地理保护专用标志，在这些企业的带
动下，乾安黄小米产业步入了“质量
效益型”发展之路。

产业化经营发展方面。全面推行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
式，不断完善和创新利益联结机制，
逐步将分散经营向标准化、规模化、
集约化和产业化经营方向发展，从而
推动乾安黄小米种植规模化、品种优
良化、栽培模式化、产品标准化。目
前，全县谷子种植面积 25 万亩，集中
连片100公顷以上的谷子种植大户达
到百余家，谷子种植户达到了 1 万多
户，种植模式由过去的普通种植发展
到如今的大垅双行机械覆膜种植，产
品也由过去的普通小米发展到现在
的无公害小米和有机小米。目前，乾
安县黄小米加工企业发展到20余家，
其中5户乾安黄小米加工企业全部安
装使用了新型生产设备，实现了加工
的精细化和精准化，生产能力以及产
品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产品包装
也更加精致，产品从过去的25公斤塑
料编织袋包装发展到如今的 10 公斤
精致包装及4公斤、3公斤、2公斤、1公
斤、0.5 公斤真空包装，乾安黄小米的
精品产业化道路越走越宽，市场知名
度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除东北三
省外，产品也远销北京、上海、山东、河
北等地。

厚积薄发，打造金字招牌

如今乾安黄小米已经有了一定知
名度，为了将乾安黄金小米产业进一
步做大做强，乾安县将继续从多方面
持续加强建设力度。

种植规程标准化管理。积极引导
从事谷子生产的企业、农业合作组织
或个人在选地与整地、品种选择、种子
质量与处理、播种、施肥、田间管理、病
害防治、收获等环节都要按照《乾安黄
小米原料生产技术规程》标准进行，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使用地标的企业
或农业合作组织进行日常监管。

加工标准规范化管理。在谷子加
工过程中，加工企业要严格执行《地理
标志产品 乾安黄小米》标准进行黄小
米加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使
用“乾安黄小米”地标的加工企业在生
产技术工艺、产品质量特色、数量、包
装、标识、产品专用标志的印刷、发放、
数量、使用情况、生产设备等方面进行
日常监督。

适度扩大种植规模。一方面将加
大土地流转力度，鼓励有条件、有资金
的种植大户，以“公司+合作社+基地”
等方式，扩大种植面积，提高机械化程
度，促进小米产业规模化发展。同时，
要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充分满足
农户的种植灌溉需求。另一方面要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适当给予种植补贴，
并引导银行等金融部门，通过降低抵
押贷款门槛、补贴贷款利率等方式，帮
助种植大户和经纪人化解资金难题，
充分调动各方种植积极性。

加强品牌创建与宣传。聘请专
业品牌营销策划公司，在电视媒体、
线上、线下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品牌打
造，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认识乾安
黄小米，让更多的企业和农户了解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的真正意义，增强其
做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充分利用“互联网+”，通过
创建乾安黄小米微信公众号、开通微
博、建立官方网站等多种方式开展乾
安黄小米宣传推介活动。除举办“黄
金小米节”外，还将与乾安黄小米地
理标志产品密切相关的乾安历史文
化与人文因素进行强调突出，举办

“乾安黄小米地理标志产品巡回展”
“乾安黄小米地理标志征文大赛”、评
选“最佳乾安黄小米地理标志广告
片”等活动，积极向外宣传推介乾安
黄小米，力争在短时间内将乾安黄小
米推向全国。

乾安“黄金小米”奏响产业发展凯歌
□ 崔立超 本报记者 郭小宇

金灿灿的果实

企业正在包装打包参加各种展会

谷子膜上播种水肥一体化新技术示范区

乾安小米走俏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