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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等县打造绿色高质高效水稻产业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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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富硒米作为一种具有较高营养价值的特色农产品，逐渐成为了市场的

新宠。天等县在种植富硒米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推动天等县富硒米产业发展，通过走访当地农业主管部门、粮食

加工厂等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及合作社等组织，实地调研天等县富硒米的产销形势、品种结构、产业发展难点等关键问题，

并通过分析现状问题及原因，为天等县富硒米产业高效发展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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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 年以来，我国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加大对种

业的支持与保护力度，推动种业发展迅速 [1]。《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提出了打造世界级绿色食品基地、

提升广西大米品牌价值等目标，并要求加强富硒米等特色农

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农业增效和群

众增收 [2]。广西崇左市天等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其中，

富硒米产业作为当地农业产业中的重要部分，已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但如何明确该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及重点是

有关富硒米深入开发和精准推广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访谈

法、观察法及焦点小组法对天等县富硒米产业进行调研，了

解天等县富硒米产业的发展历程、现状和问题，调查当地的

种植、加工和销售情情况，并通过分析总结探讨了天等县富

硒米产业未来营销发展的方向和可行性，为天等县打造产业

品牌提供参考。

1. 天等县产业发展现状与困境分析

1.1 发展现状

（1）水稻种植现状。天等县大概 10 万亩（12.3 万）有

稻谷产量，条件限制，山多缺水，高山季节性气候，春冬降

雨量少，不够规模化，部分单季稻，晚稻用水库水灌溉，三

季稻产量不稳定，收成较好年份早稻大概 6、7 万亩。都康

乡 2 万亩，每亩 1000 吨能用于收购加工。县城优势：突出

天等县“长寿之乡”；水源条件：三个较大水库，水源条件

相对较好；气候优势：昼夜温差较大，水稻品质高；品种优势：

杂交水稻，富硒米；种植次数：大多为两季稻，三季稻产量

不稳定，部分单季稻；高效种植：技术好，绿色，综合防治；

种植重点：防治与技术推广，浇灌集成技术，改良土壤肥料；

选种：1-2 年换种；其他种类：种植糯米，但产量低，农户

不愿意种植。

（2）加工企业现状。深加工与品牌输出方面存在一定

的问题。没有龙头企业带领，仅有3、4家加工厂，规模不够，

设施设备不完善，产能不稳定，加工厂零散，产能差距较大，

不同公司运作方式不同，单打独斗，稻谷收购能力与加工能

力不匹配。现有销售渠道不完善，农民自给自足，部分给上

林大米供货贴牌输出（数量大概 3500 吨）。

（3）高质高效建设目标。引进企业与本土加工企业合

作，目标日达 100+ 吨（但实质上村集体项目新上设备产能

已达到每小时 20 吨）；天等镇、都康乡、于干乡，交界处

打造产业园，打造本土品牌，辐射三个乡镇。

1.2 面临困境

天等县水稻产业发展存在以下几方面困难：

（1）地理位置因素，水稻种植面积受限。天等县地区

以丘陵、山地为主，可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并不算丰富。此

外，由于该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地下溶洞和暗河较多，地

表水缺乏，给水稻的灌溉和生长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2）气候因素，种植产量不高。气候因素与水稻生长

过程中的生理活动和发育阶段密切相关。天等县的降水季节

性明显，降水分布不均，且年际变化大，这使得水稻生长季

节内的水分供应不稳定，影响水稻种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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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经营因素，稻米加工能力不足。第一，缺乏

成熟的稻米加工龙头企业，加工能力不足；第二，现有加工

企业资金条件约束，厂房等基础设施条件有限，产能受限，

无法提高加工产量；第三，村集体资金项目，厂房设施设备

到位，解决了生产能力问题，而稻谷收购量不足；第四，市

场销售能力薄弱，订单量不够，导致设施设备停工，生产效

率低下；第五，今后销售量提升，仓储能力问题可能成为潜

在问题。

（4）产业环境因素，无法形成产业协同与品牌效应。

天等县富硒米产业的发展还比较分散，缺乏整合和合作，导

致了市场上同质化严重，产业效益不高。企业单打独斗，产

销不协调，蛋糕不够大，企业不够分，能力也不够，市场开

发不充分，产业链配套支持不足，各环节能力薄弱，品牌知

名度不高，缺乏有效的市场推广和销售渠道，在市场上难以

形成竞争优势。

1.3 原因分析

从天等富硒米市场情况逆向施诊天等水稻产业，我们

发现天等水稻产业不光光是设备投入就能一蹴而就解决的

问题，也不是一时的技术投入就能持续良好发展的问题。即

设备与技术是基础性问题，并不是能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性问

题。导致上述困难问题的原因诸多，有先天地理条件与环境

原因，有后天企业经营与产业链配套不完善原因，但关键性

原因是缺乏有效的产业规划与品牌战略。缺乏营销策略、销

售渠道与适合的品牌体系，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市场拉动

力不足导致产业发展缓慢。

稻米产业已是充分竞争市场，品类众多，从许多销量

好的较成功品牌案例经验来看，构建稳定的供应链，打造适

合的品牌体系，吸引或培育广泛的销售渠道，有足够的市场

销售力，才能上下游齐发力推动水稻产业高效高质发展。

2. 天等县稻米产业发展思路与任务

2.1 广西水稻产业情况分析

（1）广西优质稻种植生产情况。如图 1 所示，广西水

稻产业中，百色与贵港优质稻产量最高；对稻田耕种和收割

环节而言，各地区的机械化水平较高。其中，贵港在种植环

节机械化水平最高，来宾、北海、河池、钦州在稻谷干燥环

节机械化水平较高；稻种来源渠道一般为正规公司的小包装

种子、散装种子和自留种子。

图 1 广西优质稻种植生产情况

（2）广西优质稻谷收购加工情况。贵港优质稻收购加

工量最大，3 家企业年收购加工总量约为 15 万吨；来宾 2

家企业年收购加工总量约为 8 万吨，南宁 5 家企业收购加

工量约为 6 万吨，而天等县主要稻谷产地都康乡加工总量

约为 1 万吨，有 2-3 家企业，采购量和加工量都不足，整

体产量远远不如广西其他地区。具体的收购加工对比情况

如图 2 所示。

图 2 广西优质稻谷收购加工情况

（3）稻米品牌培育情况。企业品牌意识有所提升，多

数大规模粮食加工企业都建立了自身品牌。如桂林的“力

源”“绿杏”“永福香”“名桂”；来宾的“鸣象”“金太

粮”“福达”；南宁的“国泰”“农乐”“黎雪”“桂井”等；

百色的“金谷香”“布洛陀”；贺州的“坚隆”“金丰”“九

重三”等；玉林的“桂小娘”“桂玉香”；贵港的“圣民”“冀

王”“雄达”等；天等目前的品牌有“辣天等”“都康田园”“中

香”等 [3]。各地市稻米品牌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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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西各地区稻米品牌培育情况

城市 桂林 来宾 南宁 百色 贺州 玉林 贵港 天等

品牌

力源
绿杏

永福香
名桂

鸣象
金太狼
福达

国泰
农乐
黎雪
桂井

金谷香
布洛陀

坚隆
金丰

九重三

桂小娘
桂玉香

圣民
冀王
雄达

辣天等
都康田园

中香

2.2 发展机遇

广西稻米市场上品牌众多，优质米品牌知名度较低，

有号召力品牌不多，全区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匮乏；高产优

质香味品种与高品质营养功能优质稻米品种缺乏；机械化水

平偏低，整体产量水平偏低；且于优质稻推广方面而言，粮

食加工企业其中的参与度不高，好的优质常规稻还未快速推

广应用；优质稻谷仓储设施较为落后。种种迹象表明，广西

稻米市场开发不充分，产业体系建设不完整，也是稻米产业

发展的大好时机。如果从整体布局天等县稻米产业，在广西

优质稻米产业现有发展基础上，把好选种、种植、加工、品

牌体系建设等关键环节，能较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将是天等

县稻米产业发展的良好契机。

2.3 发展思路

基于上述分析，天等县稻米产业高质高效建设需要从产

业体系布局出发，把握产业链关键节点，构建市场驱动型水

稻产业链。从上游的“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到中游的“水

稻种植生产”到下游的“大米加工+食用 /工业 /饲用消费”，

可从下游逆向带动上游发展（如图 3 所示）。品牌大米市场

影响大且竞争优势强的特点可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直

接增加，进而扩大种植户的收入效益。因此，第一，需要不

断加大支持和帮助下游龙头企业建设自身品牌，并加大宣传

力度推广优质稻米品牌，构建完整的品牌体系，帮助拓宽企

业大米销售渠道。第二，根据市场对优质稻的需求，围绕品

牌价值点，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和满足品牌策划卖点要求，

帮助中游企业连接农户并向农业综合服务商转型，从经营兼

业化实现消费个性化。第三，为实现品牌高品质营养功能等

价值点，需从上游保证品质优质化，种植规模化，技术智能

化。第四，建设产业服务体系，打通全产业链，与其他产业（如

旅游、康养）实现协同效应。

上游 中游 下游

种子

农业机械

农药

水稻种植、
生产

化肥

大米加工 饲用消费 工业消费

食用消费

 产业服务体系

图 3 水稻产业链

2.4 发展任务

基于以上发展思路，提出天等县水稻产业的发展任务

（如图 4 所示）：

天等县水稻产业发展任务

关键任务

结合市场需求
形成产品特色

打造品牌，加强营销

首要任务

扩大销售渠道
做好企业扶持

长期任务

推进产业优化
实现集成发展

基础任务

健全稻米产业体系
形成高质高效供应链

图 4 天等县水稻产业发展任务

（1）基础任务：健全稻米产业体系，形成高质高效稻

米供应链。选育方面，提高稻种品质，如高品质香型品种、

营养功能型优质品种；种植方面，增强技术培养与研发推广，

如稻田综合种养技术，高产栽培技术等；社会化服务方面，

增强力度，针对农事薄弱环节开展社会化服务；生态布局方

面，落实发展生态优质稻种植，优化优质稻品种布局等。《天

等县 2022 年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项目实施方案》中

已详细阐述了创建目标与主要任务，准确合理，此处不再赘

述，如能完成任务目标，将推动天等稻米产业化进程。然而，

方案中未见具体的实现措施，资金使用部分并不能完全解决

主要任务的关键问题。

（2）关键任务：结合市场需求，形成产品特色，打造

天等特色稻米品牌，落地实施系统化营销策略。天等稻米产

业链中最关键的一环是终端市场营销问题，将拉动带动天等

县稻米产业化进程。做好品牌营销策划，根据市场消费需求，

做好产品、价格、渠道、形象等设计规划，并有效执行实现

天等大米品牌定位战略，才能以目标导向方法实现市场导向

下稻米全产业的合理规划与高效配置。如借力政府关系，对

接国家级粮食与物资储备单位，与其建立密切联系，并寻求

支援合作；开发粮食网上交易新路径，通过国家粮食网平台

交易会员模式，拓展线上售粮新渠道；打造公共品牌，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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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注册和品牌创建工作；并大力推动富硒米及衍生品的研

发工作以增强品牌影响力。

（3）首要任务：借互联网东风，打通大米销售渠道，

盘活企业，做好加工企业扶持工作，推动企业与主销区对接。

无论产业链是否完备，供应链是否成熟，在现有产业基础与

产品基础上，已可借助直播等互联网平台进行现有产品销

售，促使资金回笼，有利于企业设施设备升级。在直播销售、

产品设计和品牌策划方面给予有效的扶持和资金支持，短频

快拓宽合作与销售渠道；在仓储、加工设备升级换代方面给

予有效的政策与资金支持；鼓励和引导种植户，家庭农场，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粮食加工企业建立合作，形成

紧密联结的利益关系网络，确保优质粮源头稳定，为持续打

造品牌米提供后备支撑；对农业部门而言，可通过引进米企

认可的高端优质稻米品种的方式，试验示范推广，确保品牌

打造品种优质。

（4）长期任务：持续推进天等稻米产业化，打造联动

产业，实现产业集成发展。持续高质高效推进农业产业化，

以优质稻米，玉米，辣椒，特色菌菇类产品等农业产业为重

点，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加快生物环保信息等技术集成应用，

发展传统食品制造、营养与健康产品加工业等。构建天等富

硒米品牌生态体系，联动开发旅游产业，打通吃住行游购娱，

通过创造热点、亮点，带来“流量”，发展“硒”乐园、康

养、旅游、养生、旅游农业等集成产业体系；凸显富硒理念：

生态、绿色、健康等，在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

品牌化进程中持续推进，形成以富硒稻米种养业为核心，辐

射到富硒食品加工、保健品加工、饲料加工、养生健康、生

态文化旅游等的全方位产业发展格局。

3. 结论

本次调研对天等县富硒米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困境进行

剖析，将困境原因进行深刻分析，为其后续产业、品牌打造

及营销推广提供了发展思路及建议。同时，天等县作为以农

业为主的县，如何形成以特色种业为基础，实现各大农产品

品牌效应值得深入挖掘。本次调研在促进农业发展、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丰富农民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强化农产品品

牌建设及增加产品附加价值等方面都具备一定的指导作用

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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