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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调查研究
打造黄金产业带系列调研 甘蔗篇

“

本版编辑 王 晋

蔗糖产业缘何“甜中带涩”
——广西崇左市蔗糖产业发展调研

本报记者 周骁骏 通讯员 邹世昌 对于当前崇左甘蔗产业病虫害、品种退化、

机构化水平低、劳动力紧缺及没有下游产业的

问题，我们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为破解蔗糖业

发展瓶颈，我们正大力推广甘蔗“六化”（即良种

化、智能化、机械化、水利化、规模化、契约化）生

产，实施了“4331”、百万亩高效灌溉等重大工

程，引进了一批糖业深加工企业，高水准地规划

了一批大型糖业深加工产业园，为全面突破蔗

糖产业瓶颈注入动力。

从去年起，崇左还从专项资金中提取 0.4

元/吨用于甘蔗的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目前已初

步形成了“甘蔗良种培育（引进）—技术监督

—繁育—生产示范—推广应用”的产业化服务

体系。去年，全市共完成 2 万多亩甘蔗良种繁

育基地建设。虽然目前甘蔗种植品种仍以新台

糖 22 号为主，但桂糖系列、台优系列、粤糖系

列、园林系列等新品种的比例正逐渐提高，已接

近 10%。

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和实现规模化种植是崇

左甘蔗产业“第一车间”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

计划在 2015 年前，实现甘蔗水利有效灌溉面积

占总面积 35%以上，并推广甘蔗生产高效灌溉

面积 100 万亩。目前全市共完成甘蔗高效节水

灌溉投资 17.64 亿元，实施甘蔗节水灌溉面积

15.74 万亩。同时，崇左还以“小块并大块”、公

司承包经营等模式，对土地进行流转与整合。

在推行甘蔗生产机械化方面，崇左市提出

从 2012 年起，各制糖企业要成立甘蔗生产农机

服务队，各县（市、区）要从年度利润中提取 5%

的资金用于发展大型拖拉机，成效明显。去年，

新增 120 匹以上大马力拖拉机 229 台，机械种植

机 24 台，破垄盖膜机 605 台，中耕培土机 2690

台，实现甘蔗深耕深松面积 140.31 万亩。目前，

正积极引进甘蔗联合收割机、甘蔗剥叶机和装

蔗机进行示范推广。

“中国糖都”崇左不生产一颗糖果的历史也

将终结。去年，崇左相继启动了扶绥县广西糖

果休闲食品产业园、中泰(崇左)产业园两大糖

业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

广西糖果休闲食品产业园的发展定位是国

际食糖及加工产品综合服务中心、中国食糖加

工产业示范基地、中国糖果及休闲食品创意展

销中心，重点发展糖果食品生产、糖果研发、糖

果贸易等糖果食品休闲产业。这将推进糖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极大弥补我市糖业发展的短

板。目前已有冠龙 35 万吨葡萄糖浆、金冠年产

5 万吨糖果、泰华榴莲制品加工、黎祥食品有限

公司年产 5 万吨糖果等 7 个项目入驻，总投资

38.1亿元，总产值将达 90亿元。

中泰(崇左)产业园规划面积80平方公里，将

重点发展制糖食品加工、糖业循环产业、资源循

环型产业、物流加工等产业，建设定位为国内最

大的制糖食品加工基地。预计到 2030 年，该园

入园企业达500家以上，综合产值达到3000亿元

以上。目前，该园区建设进展顺利，包括港濑湍

作业区产业园在内的多个项目已开工建设。

崇左将依托糖业深加工产业园，引进制糖

食品和糖果生产的重大项目和龙头企业，做大

做强糖业深加工产业，力争到 2015 年，把崇左

打造成广西最大的糖类食品加工基地，并加快

发展以糖醇为重点的精深加工产业，鼓励发展

精糖、优质糖生产项目，争取把崇左建成中国最

大的蔗糖精深加工基地。

崇左市糖业局副局长李青说，近年
来，崇左市甘蔗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
该市大多青壮劳动力大都已外出务工，
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虽然从外
地引进了一批劳动力，但“用工荒”问
题依然严峻。据了解，虽然崇左在耕
地、种植、除草方面机械化普及较快，
但由于技术、地形、土地分散、成本等
原因，甘蔗收割机械化仍然不成规模，
2011 年仅有 1470 亩。420 多万亩甘蔗主
要依靠人工砍收，人力资源消耗量可想
而知。

而崇左甘蔗品种的单一老化，抗虫

性、抗风性、抗冻性等性能弱化，造成甘
蔗长势不好，则阻碍了机械化收割的推
广。“目前，崇左甘蔗品种以台糖 22 号为
主，品种单一，且这一品种已种植多年，
性能逐渐退化，容易遭受病虫害影响”，
崇左农业局副局长黎萍说，今年是该市历
年来甘蔗病虫害最严重的一年。此外，崇
左甘蔗规模化种植面积占甘蔗总面积偏
低，也影响了甘蔗种植机械化的推广。

崇左蔗糖产业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糖
业深加工严重不足。虽然崇左甘蔗产业无
论规模还是蔗糖产量都是全国领先，但是
糖业下游深加工几乎处于空白，与其“中

国糖都”的地位极不相称。没有下游产
业就没有话语权，导致抗风险能力较
低。一旦白糖价格波动，糖企和农民收
入都受到影响。

在循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甘
蔗种植面积逐年稳定后，崇左甘蔗产业
扩面积、扩产量的老路已行不通。另
外，劳动力成本、肥料成本上升等也正
导致蔗农实际收入下降，影响他们种蔗
的积极性。可见，崇左糖业谋求新的出
路势在必行。

在崇左调研期间，记者发现崇左市
正在进行努力探索。当地正在建设糖果
休闲产业园，重点发展糖果食品生产、
糖果研发、糖果贸易等糖果休闲食品产
业。在位于扶绥县的广西糖果休闲食品
产业园工地，记者看到，近十台大型挖
掘机正平整一座丘陵，在刚修好的马路
两边，一座座大型的厂房拔地而起，工
人们正加紧工厂施工建设⋯⋯崇左希望
借助糖果休闲食品产业园的建设，改变
糖业“有糖无糖果、有产品无品牌、有
产量无话语权”的历史，从生产“上
游”向品牌“下游”迈进。

眼下，“中国糖都”崇左市各糖厂正加足马力
榨蔗，蔗农也迎来了“收获季”。在崇左市扶绥县
岜盆乡小姑村，记者看到连片的甘蔗林里，蔗农正
忙着砍收甘蔗，并将甘蔗堆在路边等待装车。一
堆又一堆小山似的甘蔗，一栋又一栋崭新的楼房，
是蔗农脱贫致富的见证。村民说，甘蔗是当地的
主要农作物，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种植甘蔗，当地
90%左右的蔗农户年收入在 10万元以上。

近年来，崇左大力实施甘蔗产业“扩量提质”、
“4331”等工程，不断增加甘蔗种植面积，并通过
改进甘蔗品种，推广高产节水灌溉、深耕深种等生
产技术，提高甘蔗单产，还通过建立“公司+基地+
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及制糖龙头企业与蔗农
之间的“蔗、糖价格联动机制”，极大调动了蔗农种
植甘蔗的积极性。

目前，崇左市有种蔗户数 28.71 万户，蔗农
132.43 万 人 ，甘 蔗 种 植 面 积 达 422.16 万 亩 。
2011/2012 年榨季全市进厂原料蔗 1744.15 万
吨，比建市前增加了近 800 万吨，产蔗总量连续 8
年为全国各市之最，全市甘蔗平均工业单产 63.79
吨/公顷，平均含糖分 14.11%，蔗户均进厂原料蔗
60 吨以上，蔗农人均有蔗 13 吨以上，比建市前增
加了 6 吨以上，蔗农售蔗收入 87 亿元以上，人均
6570 元以上，分别比建市前增加了 70 亿元以上
和 5000元以上。

多年来，通过种植甘蔗实现脱贫致富的崇左
农民人数不断增加，累计达 82 万人。得益于甘蔗
种植，2011 年崇左农民人均纯收入 5370 元，居广
西首位。

“甘蔗―制糖―酵母―环保包装纸―
有机生物肥”、“甘蔗―制糖（酒精）―有机
生物肥―废液发电”、“甘蔗―制糖―酵母
―造纸―生物发电―有机生物肥”⋯⋯崇
左市拉长产业链，把每根甘蔗“吃干榨
尽”。

过去，崇左市蔗糖业主要是生产白砂
糖和赤砂糖，每年产生的 360 多万吨蔗
渣、50 多万吨废糖蜜、100 万吨滤泥却没
有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发展造纸、酒精、
酵母、精细糖、多元糖、木糖、复合肥等深
加工产品，可增加产值 60多亿元。

近年来，崇左市拉长蔗糖产业链，大
力开发蔗糖业下游产品，着力培育蔗糖业
产业集群，取得了成效。中粮屯河崇左甘
蔗制糖循环经济项目、东亚糖厂 5 万吨精
炼糖项目、安琪酵母三期工程等项目相继
竣工投产，而广西东亚纸业有限公司 9.5
万吨蔗渣文化纸项目、丰浩公司年产 5 万
吨酒精等项目也即将投产，安琪酵母 4 期

工程、凯源醋酸乙酯、湘桂凝胶多糖等项
目已开工建设。2012 年，该市糖业循环
经济总产值达 200亿元以上。

崇左市委书记黄克表示，未来 5 年，
崇左将以大型糖业企业集团为依托，重
点建设“甘蔗―制糖―酵母―环保包装
纸―有机生物肥”、“甘蔗―制糖（酒精）
―有机生物肥―废液发电”等循环经济
产业链，打造蔗糖循环经济园。他们还

将积极发展新能源工业项目，探索制糖企
业热电联产向关联企业直供电汽热模式，
开发生物能源、生物质燃料油、储能材料产
业，建立广西新能源产业基地。

目前，该市正重点推动湘桂蔗糖循
环经济产业园、崇左东亚糖业循环经济
产业园、中粮屯河崇左甘蔗制糖循环经
济等项目建设，打造各具特色的循环经
济产业园区。

崇左享有“中国糖都”

美誉，自 2003年建市以来，

蔗糖产量已连续 8 个榨季

居全国首位，分别占全国、

广西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和

三分之一，蔗糖产业对该

市 GDP 贡献率达 68%，是

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的主

要来源。

种蔗农民

日子“甜蜜蜜”
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

产业发展瓶颈待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待突破

近 70%的农民种植甘蔗、农

民 70%的收入源于卖蔗、制糖业

总产值 150 多亿元、全市 40%的

税收来自蔗糖产业⋯⋯蔗糖产

业是崇左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也是该市最重要的富民产业。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崇左市扩大了制糖产业的发展空间，提
升了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然而，在调研中，记者也发现崇左面
临甘蔗病害严重、机械化水平低、甘蔗产业“用工荒”等问题。

近年来，崇左致力于发展循环高效的蔗糖产业，拉长产业
链，把每根甘蔗“吃干榨尽”，初步形成了制糖、造纸、酒精、酵
母、生物肥、生物质发电等多条蔗糖循环经济产业链。

近年来，崇左致力于发展循环高效的蔗糖产业，拉长产业
链，把每根甘蔗“吃干榨尽”，初步形成了制糖、造纸、酒精、酵
母、生物肥、生物质发电等多条蔗糖循环经济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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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甘蔗产业突围

广西崇左市委书记 黄 克

推动甘蔗产业突围

广西崇左市委书记 黄 克

甘蔗是热带、亚热带作物，具有喜高温、需水
量大、吸肥多、生长期长的特点。它对热量要求尤
其较高。我国南方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热带水
热条件较好的河谷平原、三角洲，是适宜种植甘蔗
的地区。

甘蔗是我国的主要糖料作物，甘蔗糖约占中
国总产糖量的80%。我国甘蔗总产量仅次于巴西
和印度，位居世界第三。

广西是我国最大的食糖生产、供应、销售基
地，全区甘蔗种植面积逾1500万亩，涉农人口近
2000万人，食糖产量占全国60%以上，自1992年
以来一直稳居全国首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使广西制糖业在全国占据
重要地位，目前全区制糖业产值达到千亿元，成为
广西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产业之一。

崇左市甘蔗有“高产高糖”优势和产糖优
势，甘蔗生产稳定发展，2012年，全市所辖的7
个县（市、区）全部种植甘蔗，蔗农132.43万
人，甘蔗种植面积422.16万亩。甘蔗良种率达
98.87% ,2011/2012 年 榨 季 全 市 进 厂 原 料 蔗
1744.15万吨，连续3个榨季实现增产，蔗农增
收幅度大，预计 2012/2013年榨季原料蔗增产
150万吨左右。2010年4月被中国糖业协会授予

“中国糖都”称号。 （宗 文）

崇左甘蔗为何“甜”

崇左市扶绥县岜盆乡，蔗海一
望无边。汽车沿着小小的机耕路行
驶，两边的甘蔗叶一直拂着两边车
窗，发出阵阵叽吱声。过了小姑豆
村，前面有一辆面包车停在甘蔗地
旁，车旁站着一个穿着迷彩服、皮肤
黝黑的中年汉子。同行的县糖业局
同志告诉记者，那就是甘蔗种植大
户黄文进了。

黄文进是扶绥县最大的甘蔗种
植户，种植甘蔗面积超过 2000 亩，
去年纯收入达到 180 万元。一辈子
都在和甘蔗打交道的黄文进看着很
腼腆，但一聊到甘蔗，言语中充满了
自信。

“在这里，谁想在种植上面积超
过我很容易，有钱就行，但不会比我
种得好，”他说，“我现在租的地是村
集体的，明年继续招标，相信还是我
种，没人抢得去。”

说起种甘蔗的门路，黄文进说，
“种植甘蔗会不会管理，会不会技术
很关键。有个老板也种了不少，但
一年种下来，亏了 100 多万元。后
来让我帮他管，马上就不一样了”。

他指着一片甘蔗地告诉记者，
“这是我的试验田，别人种甘蔗只种
一个品种。我不会把鸡蛋都放在一
个篮子里，种好几个品种，即使个别
品种遇到虫害或自然灾害，我也有
收成。但我不会盲目种，在确定种
哪个品种前，我都会试种一两年看
看效果怎么样”。

村民都盯着黄文进种什么、怎
么种？所以，黄文进先试种新品种
一两年，如果产量高、效益好，他再
扩大种植面积，提供蔗种给村民。

有了好的品种，还得有好的种
植方法。“甘蔗怎样种也大有讲究，
横种、双行种、品字型种，1 米行间
距、1 米 2 行间距等多种种植方法我
都试过，最后我发现采取横种、1米 2
行间距的种植方法产量最大。”

“用滴灌技术，虽然每亩投资增
加 200 元，但能增产 2 吨以上。用水
也减少了，以前种蔗没水的地方是

看 天 吃 饭 ，现 在 是 十 来 天 滴 一 次
水。用自己育的有机肥，每亩施肥
投入 350 元就行，比别人少三分之
一，产量高，成本低，就有竞争力。”

黄 文 进 还 尝 试 甘 蔗 机 械 化 生
产。“现在通过土地流转，‘小块变大
块’，具备了机械化的条件。为了减
少劳力成本，我投资 200 多万元，买
了 13台农机，从洒药、耕种，到施肥、
除草都实现了机械化，现在就差收
割这个环节了。如果收割能实现机
械化，不但收割速度快，还能降低成
本两成以上。”

让黄文进忧心的是，现在国内
厂商生产的甘蔗收割机都还不太
成熟。“整杆收割的收割不了被风
吹 倒 伏 的 甘 蔗 ，分 段 收 割 的 又 会
造 成 甘 蔗 糖 分 损 失 ，而 且 现 在 的
收割机都很难适应南方的坡地地
形，希望厂家能大力攻关试验，为
我们蔗农生产出好用的大型甘蔗
收割机。”

“现在我已经签了明年的合同，
超过 5000 亩。我现在什么都不缺，
就缺一台好使的收割机。”说到甘蔗
收割机，黄文进眼里充满了期待。

甘蔗种植大户——

就盼有台好用的甘蔗收割机
本报记者 童 政

图 说

目前，甘蔗主要靠人工砍收，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

工，甘蔗产业面临严重“用工荒”。 童 政摄

等候压榨的甘蔗运输车队排成长龙。 童 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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