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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小米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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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进步，小米逐渐成为日照市重要的杂粮作物。日照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也特别

适宜小米种植，小米产业在品种、品牌和种植管理方面优势明显，但也存在优质高产品种缺乏、加工工艺落后、销售渠道狭窄等

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米产业的发展和壮大。针对这些问题，从保护品牌、培育优良品种、延长产业链、扩大知名度 4

个方面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助力日照市小米产业进入农业现代化发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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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地处鲁东南丘陵地带，位于世界黄金纬

度 35°N 线上，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山海相

依，四季分明，降雨和光照充足。市辖两区两县，总

面积约为 5359km2，其中耕地面积约 24 万 hm2，全市

土壤类型涵盖棕壤（占土地可利用面积的 75.40%）、

褐土、潮土和水稻土 4 个类型。小米在日照市种植

历史悠久，商周时代就有种植。据《五莲县志》记载，

1949 年前小米就是该县重要粮食作物，是全国小米

种植较早的地区之一。小米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

脂肪、淀粉、钙、铁、磷等营养成分，长期食用有养胃、

补血等功效，具有较好的保健作用，尤其是对于老弱

病人和产妇来说是理想的滋补食品 [1]。近年来，随

着日照市种植业结构调整，杂粮产业异军突起，得到

快速发展，小米作为本市第二大杂粮作物，以其特殊

的历史地位、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受到广泛重视和

青睐，逐渐成长为小杂粮经济的新增长点和农民致

富的重要来源。

1　日照市小米产业发展现状
1.1　品种丰富，技术成熟　日照市小米品种资源丰

富，1961 年前主要种植大洼谷、黄毛谷、阴天早、黄

洼谷等品种，1961-1981 年先后引进了沂源毛谷、伏

谷 -231、平阳谷、昌潍 633 等品种，淘汰了一批种植

时间长，产量品质较低的品种。1982 年后又陆续引

进了安三 16、昌潍 81、750-1、750-33、鲁谷 5 号

等品种。近年来，日照市主要种植品种为济谷 12号、

济谷 15 号、鲁谷 10 号、张杂谷 8 号等，这些品种经

过多年的种植筛选，具有口感好、稳产、抗病的特点。

另外，有一些传统的小众地方品种一直延续种植，如

千金谷、红谷子、三变色等。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

日照市小米种植管理技术逐渐成熟，形成了具有地

方特色的技术体系。截至目前，日照市共发布小米

生产技术规程 4 项，从种植环境、土壤条件、播种准

备、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适时收获等方面规范了

种植和管理方法，具有简洁易懂、操作方便、省工省

时的特点。

1.2　树立品牌，保护得当　日照市小米主产区在

五莲县和莒县，其中又以五莲县种植面积和产量

最高。五莲县和莒县政府非常重视当地小米产业

的保护和发展，于 2016 年分别申报登记了农产品

地理标志“五莲小米”和“南涧小米”，积极引导和

扶持当地农业生产大户、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发展小米产业。全市授权使用小米地理标志的合

作社和企业 34 家，取得绿色食品认证的 6 家，无

公害食品认证的 5 家。其中，“南涧小米”地理标

志地域保护范围为莒县峤山镇 46 个自然村区域，

总种植面积 335hm2，年产量 1407t，地域保护面积

1335hm2，地理坐标为 118°54′00″~119°00′15″E，
35°33′15″~35°41′00″N。“五莲小米”地理标志

地域保护范围为县内 9 个乡镇（街道），涉及 98 个

村，种植面积 1335hm2，地域保护面积 1335hm2，地理

坐标为 119°03′~119°27′E，35°35′~35°57′N，

年产量 5606t。通过开展农产品地理标志申报，划据

最具特色和代表的小米种植范围，一方面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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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市流通小米产品的整体品质，另一方面实现了

小米种植和销售的规范化管理。

1.3　订单种植，市场认可　日照小米为从特色农产

品中脱颖而出，建立了“合作社 + 基地、基地 + 农户”

的无公害生产种植管理模式。小米生产合作社与生

产基地和种植农户签订收购合同，基地和农户严格

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来种植和管理小米，通过契约的

形式约定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一方面保证了

小米的科学种植和管理，使得小米品质更符合市场

需求；另一方面保证了基地和农户的确定性收益，

给基地和农户吃了效益定心丸，充分激发和调动了

基地和农户种植小米的积极性。目前，日照小米以

其“米黄脂厚、绵甜糯香、色味俱佳、适口性好”的独

特品质，广受当地消费者的喜爱和青睐，每到收获季

节，主产区的加工企业和农贸市场处处是络绎不绝

来购买小米的顾客，这些顾客基本上都是在小米成

熟前就预订好了订单。

2　小米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高产品种匮乏，种植面积小　小米素有耐

寒、耐旱、耐瘠薄的生长特性，适宜种植在丘陵山 
地 [2-3]，这也正是小米在五莲县和莒县得以长期种植

的重要原因。日照市耕地面积约为 24 万 hm2，而小

米主要种植区的种植面积仅为 1670hm2，仅占全市

耕地面积的 0.69%。其原因一方面是不同地域的种

植习惯和种植条件不同，在丘陵山区种植的小米在

收获时仍普遍采用人工收割，而传统农业生产中劳

动力日趋缺乏，发展壮大小米种植难度大；另一方面

是小米种植的土壤条件普遍较粮食作物差，且现存

广受欢迎的优质小米品种产量普遍偏低（平均产量

220kg/667m2），重茬种植病虫害加重，使得部分适宜

种植区域的农户也不愿种植小米，这让产量日趋成

为限制日照小米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2　加工工艺落后，产业链较短　为适应市场需

要，同时保证收获后小米保持较高的营养价值，小米

收获脱壳普遍使用石磨加工。虽然石磨加工可以减

少维生素流失，让小米更好地保持其特有风味 [4]，更

受消费者青睐，但和机械化加工相比，其加工效率大

大降低，耗时耗工的同时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不同的

石磨加工手艺又造成脱壳后的小米品质参差不齐。

另外，日照市以小米为原料的深加工产品寥寥无几，

主要以小米煎饼为主，加工附加值非常低，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限制了小米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2.3　销售渠道狭窄，知名度不高　“五莲小米”和

“南涧小米”在当地都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产

品，但在商场和超市却很少见到它们的身影，在日照

境内的各大旅游景区和酒店的特产区也见不到小米

相关的产品，这与远销海内外、广告和宣传处处可见

的日照绿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小米订单式

种植虽然解决了从地里到加工厂的问题，却没有解

决从加工厂到市场再到消费者的问题，这除了与日

照市小米产量低有关外，还与日照市小米品牌影响

力低、品牌知名度缺乏、销售渠道少而窄有关系。

3　小米产业发展对策
3.1　强化品牌保护，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品牌的好

坏直接决定了商品的口碑和销量，日照市要在小米

地理标志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和品

牌保护，严格规范和限定地理标志范围内的小米种

植，通过打造龙头、树立标杆来促进本地小米产业

发展。政府要因地制宜制定和出台小米产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按照规划稳扎稳打发展壮大小米产

业，对实力强、规模大的合作社和企业出台扶持政

策，开通绿色通道，鼓励社会力量成立小米专业合作

社和加工企业，对小米种植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把技

术送到田间地头，让技术进村入户。

3.2　培育优良品种，提高产量　积极与高校和科研

院所开展交流和合作，把田间地头的品种问题放到

实验室中解决，通过品种改良来不断优化品种特性，

在保证品质的同时不断提高产量。开发与不同小米

品种相适应的收获机械，降低小米收获的劳动力投

入，实现效益和效率双提高 [1]。农业技术部门要加

大对小米种植的科研投入，通过试验研究来完善小

米种植管理技术，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配方施肥

技术、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化肥

减量增效技术融入到技术规程中。各级农业部门要

成立小米产业专家技术指导组，定期开展技术指导

并进行技术总结，以农户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和推

广小米种管技术，通过调研和座谈形式把田间地头

的实用技术和经验总结提炼出来。

3.3　提升加工工艺，延长产业链　研发模拟石磨工

艺的机械化加工工艺，一方面可以实现最大程度保

留小米的营养价值和原始风味；另一方面可以实现

现代工厂化加工，提高小米初级加工效率，规范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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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农作物种业发展现状与思考
颜学海 1　牟成君 1　龚　芸 1　吴红梅 2

（1 四川省乐山市种子管理站，乐山 614000；2 四川省乐山市社会福利院，乐山 614000）

摘要：四川省乐山市自然条件优越，拥有平地、丘陵、山地等多样化地形和中亚热带湿润气候特点。农业开发历史悠久，资

源十分丰富，是四川省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域之一，但存在制种基地建设和产业发展不平衡、“两杂”种子选种困难、种子管理机

构力量薄弱等相关问题。通过对乐山市农作物种业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推动乐山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对

策和建议。

关键词：乐山；农作物；种业；现状；对策

种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

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子工作和种业的发 
展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

创新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9 号）和《乐

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

新能力的实施意见》（乐府办发〔2014〕25 号）下发

后，乐山市狠抓贯彻落实，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积极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努力推进全市现代

种业健康快速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

1　乐山市农作物种业发展现状
1.1　农作物种类多样化　乐山市农作物主要包括

粮油类作物、蔬菜类作物、经济类作物、水果类作物

等，种类丰富，农业开发潜力巨大。

1.1.1　粮油作物　全市种植的主要粮油作物有水

一初级加工质量和水平。在小米初级加工的基础上，

通过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适度融合现代科技，积极

开发以小米为原料的深加工产品，增加初级加工的

附加值，不断延长小米产业链，进而实现小米产业的

发展和壮大。

3.4　拓宽销售渠道，扩大知名度　一方面要深入挖掘

和拓宽日照小米产品的销售渠道，做到传统和现代销

售方式两手抓，线上线下销售同步进行，把微信团购、

直播卖货、网红带货等当下最热的销售形式运用到日

照小米产业的发展中；另一方面要做大、做强、做优日

照小米的宣传和推广，以政府为主导，积极鼓励和引

导社会力量投入到该项工作中，将宣传推广覆盖域内

各大商圈、景区和酒店，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

宣传方式大力推广，利用移动互联媒体滚动播放宣传

片，把小米产业的推广提升到城市名片的高度，让日

照小米走出齐鲁大地，走向世界各地。

4　展望
小米种植从农耕文明开始发展了几千年，在现

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小米产业与主要粮食作物相比

发展还明显滞后 [2，5]。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入推进，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日照小米产业

必将逐步突破其发展限制因素，进入农业现代化发

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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