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出‘皇粮御米’的稀缺性，用品牌力量
助力农民增收企业增效，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秉持这一理念，梅河口市充分发挥世界
黄金水稻带核心位置优势，多措并举打造梅
河大米金质品牌，使“生态、营养、好吃、健康、
安全”的梅河大米声誉日隆，畅销神州。

发挥优势，打造“金质名片”

“粮食也要打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
梅河口市依托优越种植条件和底蕴深厚的稻
作文化历史，申创“国字号”品牌，组织企业参
加展销推介和奖项评选，持续提升梅河大米
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梅河口市水稻栽培历史悠久。清代顺治
年间，这里被划定为“盛京围场”，实施“封禁”
政策。在2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受到严格的
环境保护，为水稻种植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再加上当地农民精耕细作，所产稻米赢得
宫廷贵胄青睐，被钦定为“皇粮御米”。

2013年9月，吉林省农民考古专家周成在
小杨乡古城村水稻田里发现一块稻碑，经过
仔细考证，此碑为“皇粮碑”，是纪念先祖为清
朝皇室种植御用水稻的纪念碑。

由于品质卓越，1990年，梅河大米被指定
为第十届亚洲运动会特需食品。2017年被评
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获得国家商务
部全球商品采购中心顶级银饭标准“银饭证
书”。

凭借产业基础和品牌优势，2019年，梅河
口市组织精干力量实地调研，广泛搜集考证
相关历史文物、史料记载，严谨求实组织申报
材料。经过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专家组实地调
研考核，于当年10月命名梅河口市为“中国
皇粮御米之乡”。

经过持续培育打造，梅河大米成为
吉林省唯一的大米产品“吉林老字号”、

吉林省唯一的大米产品“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示范区”。2022年，荣

获“全国大米十大优质产

区”称号。2024年，经中国品牌价值评估专家
组评审，梅河大米品牌价值34.92亿元。

拓展销售路径，光大品牌形象

“百湖之城、千库之县、万鹭之家、鱼米之
乡。”这是大自然赋予梅河口市的资源宝藏，也
是发展水稻种植产业的先天优势。多年来，全
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42万亩，水稻产量30
万吨。现有大米加工企业53家，大米产量17
万吨。为了让好粮卖出好价钱，梅河口市创新
工作理念，积极开拓大米销售市场，梅河大米
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攀升。

广泛推介，扶持发展。市粮食部门充分
发挥行业优势，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全国性大
米产品推介活动，与众多地区客商结为合作
伙伴。前不久，邀请广州国际商会、深圳贸促
委及香港有影响力的客商参加深圳梅河大
米专场推介会，吸引香港、澳门客商和 6 家
粮食相关协会人员到会洽谈。带领 10 户企
业参加“6·18”福建粮洽会、福州长者食堂展
会……经过持续推介，梅河大米在福建省所
有地级市设立了销售处，销量达2万多吨，位
居吉林省前列。

多点发力，拓宽路径。积极支持企业走出
去，使梅河大米直营店、旗舰店纷纷落户浙沪
粤滇等省市，年销售梅河大米1.5万吨。目前，
该市企业、合作社已在全国近半数地级市设有
梅河大米销售处，计划2025年实现全国地级
城市销售全覆盖。主动适应电子商务发展大
潮，积极探索“互联网+粮食”运营模式，努力
打造新零售业态。开展“政企合作，直播助农”
活动，实现线上线下多元化营销，仅在拼多多
平台梅河口农产品店铺销售额就突破百万
元。同时，依托区域啤酒节、扶贫大集、农民丰
收节等线下活动，开展梅河大米营销行动，均
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

推广“吉田认购”，创新销售模式

凭借梅河大米好吃、营养、更安全的优势，
梅河口市积极创新销售模式，引领扶持企业开
展“吉田认购”，形成链条完整、功能多样、业态
丰富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早在2014年，梅河口市一部分企业、合作
社就率先在全省开展“吉田认购”项目，提出按
亩论价、以大米论价、以水稻论价、按客户要求
论价4种认购模式。

梅河口市十八锅米业以优良的稻米品质、
诚实守信的口碑，成为开展“吉
田认购”

的佼佼者。该公司运用绿色生态种植技术，
在稻田里放养鸭子，利用鸭子旺盛的杂食性
和不间断运动，吃掉稻田内的杂草、害虫、疏
松土壤，刺激水稻植株分蘖，生产出无公害生
态水稻。2018年以来，公司先后与河北、上海
等地的企业签订了数千亩“吉田认购”合同。
签约后，公司严格履行各项条款，按合同及时
交货，赢得更多客商的信赖，产品销售持续向
好。

据了解，全市开展“吉田认购”的大米企
业，认购专属水稻面积近5000亩，精品大米平
均订制价格每斤可达百元，定制销售金额近
2000万元，实现了由“卖产品”向“卖生态”的
转变，提高了种植经营主体的效益。

加强对口合作，架设产销“金桥”

大米产销合作，是梅河口市与浙江省丽
水市开展对口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自签订
合作协议以来，双方多次开展大米推介和互
访交流，取得了良好的合作成果,受到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的肯定，在我省粮食对口合作
中名列前茅。

2018至2024年，梅河口市举办了4次“梅
河大米丽水行”推介活动。丽水市对口办和
发改委为梅河大米在丽水市销售创造便利条
件，每年对梅河大米都有一定的资金扶持。
经过各方扶持，已在丽水市建成5家梅河大米
直营店，梅河大米销量从2018年不足1000吨，
到现在销量近1.6万吨，在我省对口合作城市
中位列第一。

润软弹滑香，唇齿留余芳。梅河大米以其
卓越的品质赢得浙江省城乡居民的青睐。丽
水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与梅河口市达成采购合
作意向，全部县市区机关事业单位食堂将全部
采购梅河大米。丰源优品米业成功入驻浙江
省著名农产品区域品牌丽水山耕旗舰店，扩大
了销量。一户粮企在杭州市建立了梅河大米
前置周转仓，周转量达到3万吨，开行14辆梅
河大米流动销售车，在浙江省销售梅河大米5
万吨，位列吉林省第一。

“突出品牌引领，集中整合大米品牌资
源，抓营销塑品牌，持续推动梅河大米走上
生态化、高端化、品牌化、特色化发展之路，
让‘皇粮御米’福泽百姓，造福民生。”展望
未来，梅河口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
责人对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充满了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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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打造“硬品牌”
——聚焦梅河口市大米产业转型升级

张伟 本报记者 吴连祥

山青水秀产山青水秀产““御米御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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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田稻”种植专家汉巨财介绍种植经验

优良生态环境吸引北京客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