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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粮食作物是人类作为主食食用的作物，它包括：以籽实为收获物的谷类作物，如水稻、小麦、大
麦、燕麦、黑麦、小黑麦、玉米、高粱和谷子等；以种子供食用的作物，如大豆、小豆、蚕豆、豌豆
、绿豆和扁豆等；以块根和块茎为食用部分的作物，如甘薯、木薯和马铃薯等。
 作为世界重要的产粮国之一。
世界各种主要粮食作物几乎都见于中国。
 中国栽培较普遍的粮食作物有20余种，以稻谷、小麦、玉米、高粱、谷子、薯类、大豆等为主，其中
稻谷、小麦、玉米分布最广，产量最多。
由于幅员辽阔，气候、土壤、水质差异，同样作物在中国南北、东西之间呈现不同的特征，有些作物
还有春播、夏播、秋种和冬种之分，而每种作物又有不同的品种。
因生产水平不一，同一作物产量地区之间也千差万别。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粮食经济发生沧桑巨变。
用经济地理学的区域发展、生产布局的理论来分析与研究粮油经济问题，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中国粮油地理探秘》一书是从2010年《粮油市场报》“中国粮油地理万里行”系列报道中精心挑选
出的相关专题文章，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异彩纷呈的中国粮油作物大世界。
 这里．以“鲜活的事例、精彩的故事、厚重的人文、诗意的表达、理性的解读”，挖掘粮油种类品系
、农产品地理标志、经济作物的魅力基因和特色，突出展现中国粮食经济区域、省际、城市、县域等
独特的新经济地理及地域经济脉动，既是自然地理，亦是经济地理，更是人文地理。
 这里，案例选择独到、分析透彻，具有浓郁的实证特色，形成了涉及产业类型多、覆盖区域范围广、
区域级别相对完备、处于不同演化阶段的个案体系。
结合不同案例特定的区位条件、资源优势、制度文化、产业传统等地缘属性赋予的发展条件和路径差
异，通过历史、人文、自然和科技的视角，阐明典型粮食产业集群的特征，探寻其发展背后的偶然与
必然，勾勒其未来发展新坐标。
 这里，不仅是了解中国粮油生产、市场、产业化的一个窗口，亦是彰显地方特色、塑造城市品牌、丰
富中国粮油地理知识，为其学科发展提供研究素材的一个渠道，更是丰富粮油生产、深化粮食流通市
场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阵地。
其产品架构采取条块结合、纵横结合、宏观和微观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方式，可以说是个百变魔
方，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积极而具有建设性地反映中国粮油产业布局的现状、成就和发展趋势。
 一份以内容制胜的系列报道，“贩卖”的不仅是隽永的文字、精美的图片，更是引人思索的真知灼见
。
 从东北到东南，从西北到西南，“中国粮油地理万里行”推出一年多来，记者欣赏了白山黑水、大漠
孤烟，领略了稻海扬波、麦浪连天，走访了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大半个中国；既精心报道了江苏
兴化、安徽萧县、黑龙江北大荒、‘湖北京山、江西新干等粮油产业集群，也工笔勾勒出我国花生、
油菜、油茶、核桃、青稞、燕麦等粮油品种生产加工流通大格局。
 “中国粮油地理万里行”系列报道推出以来，在业内反响良好，多省市电称报道对当地粮食产业发展
具有借鉴意义，并推荐众多典型。
从事粮食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些专家学者对做好系列报道非常关心，多次提出指导性意见，并对其中佳
作予以肯定。
不少读者来电、来函建言献策，希望报道能够持续进行。
 中国粮油地理博大精深，作物种植奥妙无穷。
我们深知，无论走访多少个地方，挖掘多少个故事，始终只能捕捉到其中的冰山一角。
但我们不会裹足于万里征程，希望继续通过更多区域样本的解读，促进更多独特的地方作物资源转化
为现实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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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玉德编写的《中国粮油书系：中国粮油地理探秘》一书是从2010年《粮油市场报》“ 中国粮油
地理万里行”系列报道中精心挑选出的相关专题文章，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异彩纷呈的中国粮
油作物大世界。
《中国粮油书系：中国粮油地理探秘》不仅是了解中国粮油生产、市场、产业化的一个窗口，亦是彰
显地方特色、塑造城市品牌、丰富中国粮油地理知识，为其学科发展提供研究素材的一个渠道，更是
丰富粮油生产、深化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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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了解，楚龙公司已先后开发出了“康师傅”、“华丰”方便面专用粉，星级酒店用中高档面包
粉、蛋糕粉、萨琪玛粉等系列产品，公司产品销往华东、华南等地区，成为顶益集团6家下属公司的
直接供应商，同时也是华丰集团下属4家分公司的独家供应商，从而拉长了兴化“红皮小麦经济”产
业链，将红皮小麦“磨”成了大产业。
 在兴化开发区，老远就能看见一排排崭新的厂房泛着银光，一根高大的烟囱冒着缕缕青烟。
这是金光集团AFP珠海市华丰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兴化分公司。
 “华丰选择兴化，一是当地的红皮小麦适合生产干脆面。
二是地域优势。
兴化地处长三角地区，2006年选点时，曾经看过几个地方，但兴化综合优势明显。
三是当地政府支持。
华丰投资模式是与当地合作经营，土地、厂房由政府提供，设备、品牌、市场、经营由华丰来做。
”厂长李东涛对记者说。
 国内面粉行业的“龙头老大”五得利集团也看中了兴化的“风水”，投资达1．4亿元。
 “除了看好兴化红皮小麦，还看中了这里水运、陆运方便的条件，特别是水运成本低，便于把产品打
人长三角的上海、苏锡常、浙江等地。
”五得利集团兴化面粉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徐同心说，“另外，麸皮、次粉还能就地消化，兴化是养
殖大县，新希望、海大饲料等也纷纷人驻，副产品不愁销路”。
 “往往农业大县的农民并不富裕，粮食生产的低效益与农民增收追求的矛盾，一直困扰和制约着农业
的发展。
”兴化市委书记贾春林说，我们产粮大县既要顾全大局，确保粮食稳产增产、有效供给，又要做到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粮食生产也才能持久稳产增产。
 近年来，兴化市落实中央省市稳粮增粮政策的举措纷纷出台，各级组织和农民创造和创新的增粮增效
新招层出不穷。
2009~1：，兴化135万亩水稻平均单产603公斤，获得了连续6年的持续增产。
秋收时节，站在兴化市昌荣镇盐北村村头，一辆辆拖拉机、小卡车频繁开进开出，它们或满载粮食缓
慢前行，或空车呼啸而去，一派繁忙景象格外壮观。
据兴化农口部门介绍，兴化水稻种植面积比上年增加了1万多亩，总产量增加了2100多万斤，全市农民
都忙着卖粮收钱呢！
 从2008年秋播开始，兴化在周庄、钓鱼、荻垛、新垛等乡镇大范围推进粮食高产高效创建活动。
各乡镇选择交通方便、农田基础设施完善、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村组建设粮食丰产方，核心方连片规
模化面积在1000亩左右，并登记造册到户，辐射面积达万亩以上。
 通过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建设，目前，兴化市水稻生产实现了单产稳定 800公斤的连续攻关成功。
2008年钓鱼镇姚家村超高产攻关方单产每亩894． 9公斤，创造了稻麦两熟条件下水稻单产百亩方单产
全国纪录；在小麦生产上，全市涌现出了一批单产在580公斤以上的攻关田、单产550公斤以上的百亩
方、单产500公斤以上的千亩片和单产490公斤以上的万亩区。
 “为使粮食生产销得掉、销得俏，兴化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全市已打造兴化‘蟹田’大米等20多个绿
色品牌，建起了10多个大型粮食市场。
其中，戴窑粮食市场的年销售额达25亿元，被国家统计局认定为全国最大的粮食市场。
”兴化市农业局有关人士介绍说。
 兴化市在2393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水域面积占了近1／4。
每年的水稻种植面积在135万亩左右。
 稻田里搞“立体种养”。
兴化市引进、总结了稻田养鸭、鸡、鱼、虾、蟹和种植水生蔬菜等10多种模式，采用多种形式向农民
推广，做到既要增产，又要增收，种粮也要种出高效益，农业也要长出“摇钱树”。
 荻垛镇的泰州蒲公英农业科技发展公司有570亩“稻鸭萍”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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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郭兆芹说，“稻鸭萍”共作就是在水稻田里养鸭、养绿萍，稻子在生长期中，不使用农药、化
肥，鸭粪、绿萍成了稻子的肥料，鸭子在稻田里觅食，吃了不少虫子，也省去了农药。
 隆冬时节，在兴化市燎原养殖公司的千亩生态“扣蟹”养殖场内，可以看到十几个身穿摸鱼用的皮衣
的农民涉在齐腰深的水中，用带柄的网兜捞起只只张牙舞爪的小蟹。
 兴化市副市长顾国平介绍说，全市像这样实行生态养殖的农业园区已达 26个，总投资1．8亿元。
运用行政和经济杠杆、调整产业结构、实行规模化集约经营的这种园区农业，已经成为兴化“三高”
农业的新亮点。
 兴化市利用稻田的沟渠、鱼塘的池埂、开发的荒滩大力发展水生蔬菜，让水中长出“一桌菜”。
缸顾乡2009年新发展荸荠近千亩。
该乡100多位农民经纪人在上海曹安等市场租下摊位，经营加工“清水马蹄”等水生蔬菜，人均收人超
过两万元。
全乡常年从事水生蔬菜经营的人数约4000人。
 不仅水长，更有水养。
兴化特色在“农”，优势在“水”，河湖纵横，全市各类水产养殖面积75万亩。
 近年来，兴化市突出发展特色优势品种，大力推进鱼、虾、蟹养殖，引进和推广10多种地方特色品种
和国内外优良品种，实施了20多个省和国家级渔业科技项目，形成了43万亩无公害水产品生产基地、5
万亩绿色水产品生产基地和1万亩有机水产品生产基地，已建设渔稻共作和蟹鳜混养、鱼虾混养、青
虾高效生态养殖4个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及40万亩江苏省高效渔业规模化示范区。
中国渔业协会河蟹分会授予兴化“中国河蟹养殖第一县”称号。
 全市已培植泓膏、板桥、金香来、中庄等10个在省内外有影响的“兴化大闸蟹”知名品牌，“兴化大
闸蟹”获得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使用权。
兴化大闸蟹已远销俄罗斯、日本、韩国和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
2009年，全市河蟹养殖面积65万亩，预计产量在4．2万吨以上。
 阳春三月好风光，如果你走近兴化广阔的田野，定会因一阵阵浓郁的葱香扑鼻而驻足。
公路上，运葱的卡车络绎不绝；河道里，装葱的大船马达轰鸣。
 据兴化市政府负责同志介绍，全市香葱的种植面积已达22万亩，年产鲜葱50万吨，有120多家香葱加
工企业，20万人从事香葱的生产加工，每年给农民带来5亿多元的收入。
 南京野生植物研究所、日本株式会社、兴化中野食品有限公司，都看好这里优质香葱等蔬菜资源，投
资8000）7‘元组建了“兴野”公司，全面采用 FD冻干先进技术，制成的食品保持了食品的色、香、
味、形，不需要冷藏设备，只要密封包装就可在常温下长期贮藏、运输和销售，三到五年内不变质。
 台湾顶新国际集团则投资2000）5‘元美金在兴化香葱主产区建立了顶芳脱水食品有限公司，按国际
标准生产“康师傅”方便面配料。
公司与6000多位农民签订了常年产销合同，农民的菜田成为公司的“绿色车间”。
 多少年来，兴化农副产品加工走的是“稻子剥个壳，猪子捅一刀，蔬菜去个根，醉蟹过年卖”原料工
业之路。
兴化市委书记贾春林多次强调，改变这种“原料经济”的加工模式，大力提升农副产品加工的科技含
量，让农民真正鼓起“钱袋子”。
 兴化市从“第一车间”抓起。
该市农业、水产、林牧等职能部门与江苏省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农学院以及部分外省市
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固的科技合作关系，获得了以兴化香葱为主体的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
果，研究和制定了近20个蔬菜生产的技术规程和产品标准。
 目前，兴化全市120多家蔬菜加工企业中获自营出口权的6家，通过Is （）9000质量认证的企业12家，
已经形成12万亩香葱生产基地，5万亩包菜、青梗菜生产基地和4．8万亩水生蔬菜生产基地。
2001年兴化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园艺产品出口示范基地，已成为亚洲最大的香葱生产和脱水蔬菜加工
基地。
 兴化人用勤劳的双手，已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勾画出壮丽画卷，但他们并未止步，仍在高擎画笔为
“五彩世界”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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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粮食作物是人类作为主食食用的作物，它包括：以籽实为收获物的谷类作物，如水稻、小麦、大
麦、燕麦、黑麦、小黑麦、玉米、高粱和谷子等；以种子供食用的作物，如大豆、小豆、蚕豆、豌豆
、绿豆和扁豆等；以块根和块茎为食用部分的作物，如甘薯、木薯和马铃薯等。
 作为世界重要的产粮国之一。
世界各种主要粮食作物几乎都见于中国。
 陶玉德编写的《中国粮油书系：中国粮油地理探秘》一书是从2010年《粮油市场报》“中国粮油地理
万里行”系列报道中精心挑选出的相关专题文章，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异彩纷呈的中国粮油作
物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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