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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曹永亮） 9 月
27日下午，CMF第四届中国小米产
业发展大会县长论道议程上，我省
谷子种植大县汾阳市、寿阳县、沁县
的政府副县长李慧义、常拴林、冯宇
和内蒙古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执行会长林永亮围坐一起，共话小
米产业。

“汾阳谷子产业有四个优势，
分别是环境好，汾阳西依吕梁山，
东濒汾河水，四季分明；品种好，主
要种植优质谷子晋谷 21 号；品质
好，晋谷 21 号色泽金黄，米粒饱
满，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品牌好，
这些年发展起了一批优秀汾州小
米品牌；政策好，汾阳市相继出台
了各项优惠政策支持农业发展。”
据李慧义介绍，汾阳不但是谷子种
植大县，更是谷子加工销售大县，
汾阳市谷子年销售量突破五万吨。

“寿阳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
以丘陵为主，自然生态环境优越，
谷子品质好。今年，谷子长势特别
好，预计亩产可达 700 到 800 斤。”
寿阳县政府副县长常拴林介绍说，
寿阳县人均拥有 6 亩耕地，近几
年，寿阳县县委、政府一直在大力
扶持杂粮产业，突出机械化生产和
品牌化发展。农户、合作社、企业
一次性流转 500亩以上耕地，便可

得到政府补贴 400 元/亩。自从实
现了谷子全程机械化，农户种植谷
子的积极性很高。现在，寿阳县正
在向打造真正的高端有机谷子品
牌方向发展。

作为谷子种植大县，沁县在发
展谷子产业上一直不遗余力。“沁
县环境好，全县无工业、无污染，一
直以传统农业为主，无霜期长，境
内湖泊众多，属于富水区。”沁县政
府副县长冯宇说，在龙头企业沁州
黄的带动下，沁县打造了一个集谷
子种植、加工、研发于一体的循环
产业链。在产品开发上也取得了
一定成效，目前，已经开发生产了
适合婴儿等群体食用的米粉，并引
进了德国米粉生产设备。

“内蒙古素以林地、草原、牛羊
闻名于世，但其实内蒙古耕地也很
多，全区耕地面积达 1.37 亿亩，内
蒙古也是杂粮主产区，谷子的种植
面积也不小。”林永亮说，内蒙古的
谷子种植主要以赤峰为主，赤峰小
米有悠久的种植历史，2000 年，敖
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粟和黍的
碳化颗粒标本经专家考证认为，这
批七八千年的谷物遗存是中国北
方旱作农业谷物的唯一实证。在
小米产业上，内蒙古在积极走品牌
化和创新发展的路子，目前，已有

多个优质小米品牌，并开发出了月
子米等多款新品。

会后，还举行了 CMF 第四届

中国小米产业发展大会年度公益
评选推介活动，评选和颁发了年度
小米产业风云人物、终身成就奖、

年度小米产业突出贡献奖、年度小
米营销精英奖、年度小米育种能手
等多个奖项。

本报讯 （记者 曹永亮）“随着优质
谷晋谷 21号的推广，山西优质小米企业也
林立而起，山西优质小米销往全国各地，
并漂洋过海至海外许多国家。”9月 27日，
CMF 第四届中国小米产业发展大会研讨
会在汾阳市贾家庄村史馆召开。与会专
家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
陈瑛讲述了当下晋谷 21号的发展情况。

今年 88岁高龄的陈瑛，从事谷子育种
研究 53 年，支持育成晋谷 10 号、晋谷 21
号、晋谷 49号等 15个谷子新品，获得省部
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9项，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会上，她和同事杨成元还分享了她
们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山西谷子产业发
展形势对山西谷子育种的挑战》。“中国是
唯一对谷子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家，山西有
45个县是谷子优势产区，其中长治、晋中、
吕梁三地共种植谷子 330万亩。目前，山
西共有晋谷 21 号 215 万亩。”该项研究详
细介绍了山西谷子产业发展现状、发展形
势，山西谷子育种现状，新形势下对优质
谷子的要求和目前在山西优质谷育种上
的困难、解决办法和未来设想。尤其重点
介绍了晋谷 21号的优缺点。

除了陈瑛和杨成元两位专家外，本
次研讨会还邀请了另外三位与小米产业

相关的专家发言，他们分别是杜森、刘焕
新、吴启川，其中杜森是全国农技中心肥
料技术处处长，发表了题为《强化肥水调
控促进小米产业体质增效》的演讲；刘焕
新是河北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
详细介绍了谷子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应
用情况；吴启川是台湾中兴大学食品科
学博士、台湾营养学会会员，长期专注于
小米功能性食品的研究和开发，系统地
介绍了山西小米产品研发的特色及新产
品新技术。

五位专家的发言精彩而深入，所提观
点新颖又前沿，现场参会人员听得津津入
味。“今天的研讨会非常好，我们受益匪
浅，这些年，山西在小米方面取得的一些
成绩值得我们学习，可以说山西是内蒙的
榜样。”内蒙古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执行会长林永亮对五位专家的发言给了
好评。更有经销商现场告诉记者：“原来
小米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卖了这么多年小
米，今儿还是头一回全面深入了解小米，
算是开了眼界。”

据悉，CMF第四届中国小米产业发展
大会还专门印制了大会会刊，上面刊载了
10 余篇关于谷子育种、生产、营养等方面
的论文，以供与会人员交流学习。杜森研究员详细介绍了肥水调控经验

五专家“谈谷论米”

“晋蒙”共话小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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