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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近日，国家
质检总局正式批准广西东兴口岸为进境种苗（景
观树）指定口岸，东兴口岸因此成为全国首个进境
种苗（景观树）指定口岸。

据介绍，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景观树的需求量日益
增多。为有效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保护我
国农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国家质检总局
对进境景观树实行严格检疫审批和指定口岸进
境制度。

东兴口岸属国家一类口岸，既沿边、沿江
又沿海，是中国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海陆通往越南
及东盟国家的最便捷通道，是进境景观树指定口
岸的首选地。

本版编辑 邵 红











































 

价格倒挂 频遭流拍

“这是 2011 年收储的菜籽油，拍卖不出
去，只好继续放在这里。”看着眼前高耸的
9 座大油罐，中储粮麻城直属库副主任游红
光忧心忡忡地说。湖北作为国内油菜种植第
一大省，年产油菜籽 200 多万吨，折合菜籽
油约 90 万吨。国家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规定，食用植物油从收获起，只可存放 2
年。记者从国家粮食局了解到，今年国家临
储菜籽油拍卖，第一次拍出 4992 吨，第二
次拍出 200吨，其后全部流拍。

“价格倒挂，收储成本过高，是导致流
拍的主要原因。”湖北中禾粮油集团公司销
售经理王成说。今年拍卖的 2011 年菜籽
油，当时菜籽托市收购价为每斤 2.25 元，
若以出油率 35%计，每吨菜籽油成本超过 1
万元，明显高于市场价。

“ 菜 籽 油 1401 期 价 已 跌 到 每 吨 8064
元，现货也才 9100至 9500元。国家临储菜
籽油每吨成本，在 10200 元至 10600 元之
间。政策价和市场价差距太大，目前市场上
流通的菜籽油，几乎都是进口的。”7 月 16
日晚上，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高级分析师陈艳
军对记者说。

过段时间，行情能否走好呢？陈艳军认
为可能性不大。一是国际食用油跌势未止，
虽然近期跌幅过大，或有反抽，但远谈不上
反转。二是目前豆油价格每吨只有 7160
元，棕榈油才 5600 元，菜籽油价没理由维
持高位。三是今年油菜籽、菜籽油进口量，
同比分别大增 120%、150%，供大于求，
价格持续走低。

前不久，国家公布了 2013 年临时收储
油 菜 籽 政 策 ， 托 市 价 进 一 步 提 高 到 2.55
元。政策托市价持续提高，市场销售价持续

走低，两者如何对接？据了解，我国进口的
油菜籽，90%以上来自加拿大，据农业部市
场信息司统计，今年 1 至 5 月，油菜籽进口
165.5 万吨，同比增长 37.9%。另据商务部
最新数据，6月份油菜籽进口近 19万吨。廉
价油菜籽大量涌入，国产菜籽油的前景不能
不令人忧虑。

效益过低 农民弃种

加工企业都说油菜籽托市价过高，农民
却说价格太低，种油菜吃力不讨好。

“我家 4 亩多田，如果秋收后都种上油
菜，亩产 300 斤，到 5 月份大概能收 1200
斤 油 菜 籽 。 8 个 月 时 间 ， 毛 收 入 只 3000
元。扣除各项成本，纯收入才三四百元。
我在外面做小工，一天就能挣 200 元。油
菜 籽 价 格 太 低 了 ！ 就 是 种 小 麦 也 比 油 菜
强。小麦每亩收 1000 多斤，4 亩田毛收入
4000 元。”湖北省蕲春县刘河镇黄金寨村
农民龚正球说。20 年前，忙完秋收后，龚
正球像其他村民一样，赶紧种油菜，不荒
一田。如今，已连续很多年，他只种几分
地油菜。“菜籽油够吃就行。”龚正球说，

“村里大部分田，冬天都闲着，没人再费力
种油菜了。”

湖北省农业厅油菜办公室主任甘玉华告
诉记者，农民油菜如果种得好，每亩可收三
四百斤；如果种得差，亩产只有两三百斤。
目前油菜种植机械化程度很低，亩均人工成
本高达 600元。按今年政策价计算，种得好
的每亩可收入两三百元，种得差的甚至要亏
本 。 种 油 菜 比 较 效 益 过 低 ， 农 民 缺 乏 积
极性。

“以前油菜籽很容易收，农民自己挑着
送到我家来。现在有时在外面跑几天，可能
还收不满一车。”粮油经纪人卢国兵说。卢

国兵是湖北省大冶市罗桥街人，做粮油生意
多年。周边安徽、河南、湖南、江西等省，
都留下他的足迹。这些年他的感觉是，“种
油菜的越来越少了”。

“在油菜籽生产形势严峻之际，国家出
台临时收储政策，连年提高托市价，鼓励农
民种植，可以说是没办法的办法。”湖北省
蕲春县粮食局局长刘良红说。

找寻良策 时不我待

菜籽油是国产食用油最后一块阵地。找
寻良策，时不我待。

市场问题最终要靠市场手段解决。国内
油菜籽之所以竞争不过进口转基因品种，一
是因为品质欠佳，二是因为生产成本过高。
解决好了这两个问题，国产菜籽油地位自然
稳如泰山。

“进口转基因油菜籽出油率约 42%左
右，水杂约 11%；国产品种一般出油率约
35%，水杂约 14%。经过改良，目前湖北油
菜籽出油率有显著提升。以往低芥酸含量高

达 20%，现在降到 1%。单产还可有 50%的
提升潜力。”甘玉华说。记者从中国农科院
了 解 到 ， 该 院 油 料 所 选 育 的 油 菜 新 品 系
YN171，经国家粮食局有关机构检测，含
油量高达 64.8%，创世界最高纪录。这确实
是个好消息。

国内油菜籽生产成本过高，一是因为
一家一户耕种，二是因为手工劳动。“机播
技术已过关，机械移栽还不行，机收效果
也不够理想。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油菜种植
机 械 ， 都 是 从 小 麦 、 水 稻 机 械 改 装 过 来
的。国家在这方面要加大投入，尽快研发
出适宜油菜播收的农机。另外，要大力倡
导土地集中耕作，全程机械化生产，降低
种植成本。”甘玉华说。南方油菜主要生长
期在冬季，气温低，虫害少，基本不需用
药，是真正的安全食品。菜籽油品质远胜
豆油，可降低心血管病发生率，是最好的
大宗食用油。

那么，国产菜籽油还能扛多久呢？如
果 优 化 了 品 质 ， 提 高 了 效 率 ， 降 低 了 成
本，那么不仅能扛得住，站得稳，而且会
走向世界。

随着廉价进口油菜籽的涌入，国产菜籽油陷入困境——

国产菜籽油还能扛多久
本报记者 黄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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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口岸成进境种苗指定口岸

“今年，我在中国种业技术交易平台上用
低价格买到了最新最先进的育种技术。”正在
田间忙活的湖南省隆回县种粮大户王建辉笑
着说，“减少了很多中间交易环节，价格也便
宜了不少。”

王建辉所说的“中国种业技术交易平
台”位于长沙市芙蓉区，由水稻专家袁隆平
牵头成立，是我国第一个专注于种业技术
交易的平台。“我希望通过这一平台，把最
好的种子以最低的价格提供给农民。”袁隆
平说。

“种业技术交易平台”正是“国际稻都”建
设技术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袁隆平心中，一直有个把长沙打造成“国际稻
都”的计划，即在长沙建立一个集研发、培训、
技术服务、国际交流、会展、综合配套服务等
功能于一体的“中国国际种业交易中心”。

袁隆平告诉记者，“打造‘国际稻都’，
长沙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有世界领先的
杂交水稻原创技术，具备完善的产学研相
结合杂交水稻产业链，同时‘北玉米、南水
稻’的布局使湖南具有水稻种植生产的区
域中心优势，湖南水稻生产面积和数量连
续 40 年全国第一，双季稻种植面积全国第
一，杂交水稻产量占全国 40%以上，湖南的
杂交水稻制种量达全国三分之一，杂交水
稻技术也从湖南推广到了世界。打造‘国
际稻都’对保持我国水稻产业领先优势有

着积极的作用”。
记者了解到，隆平高科技园位于长沙市

芙蓉区，交通四通八达，区域内有科研院所
31 所，有袁隆平院士等一批专家学者，具有
独特的农业、种业科研资源，集聚了隆平高
科、省茶业公司、双胞胎饲料等一批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区域内共有种子企业 67 家，已
形成了以隆平高科为代表的种业龙头，隆平
高科技园现代农业产业初具品牌效应。

长沙市芙蓉区有关负责人介绍，将依
托区域内现有的科研优势、产业优势、基
础 优势，在浏阳河东岸片区打造隆平新区

“国际稻都”，通过推进“一馆两中心”三个核
心项目，即：水稻博物馆、国际种业交易中
心、国际会展中心，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区
域 功 能 布 局 的 创 新 、高 端 农 业 产 业 的 引

进 ，大 力 发 展 农 业 高 新 产品，打造辐射全
国、面向世界的“国际稻都”。

据规划，长沙打造“国际稻都”，将发挥袁
隆平的品牌效应，建立以长沙为中心的杂交
水稻国际交易推广市场，将杂交水稻技术推
向世界，推动在全球范围内种植 7500万公顷
杂交水稻，使杂交水稻占全球水稻市场的
50%。“国际稻都”将采用“物理空间分散，网
络平台聚合”理念，建设高新科技产业区、国
际会展区、保税区、总部经济区、加工商贸区、
仓储物流区、农业投入品产业区等七大产业
板块。

目前，“国际稻都”建设已从浏阳河东岸
片区开始，记者从长沙市芙蓉区了解到，目
前，“一馆两中心”规划已完成，并启动了立项
工作。位于浏阳河以东的滨河大道已启动建

设，全长 9.5 公里的滨河大道建成后将是浏
阳河东岸片区的最长要道，而沿滨河大道一
侧舒展、与之等长的浏阳河东岸风光带，将兴
建“隆平水稻博物馆”和以稻文化为主题、串
联施建生态观景的多个滨水公园。

未来，规划面积为 23 平方公里的“国际
稻都”将在浏阳河东岸片区拔地而起：“国际
稻都”“一馆两中心”核心项目中，隆平水稻博
物馆将通过视频、照片、农具实物等，立体诠
释我国悠久的稻作文化和农耕文明，全面展
示卓越成就；隆平国际种业交易中心由种业
交易大厅、种业研发中心、企业总部等组成，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种业交易总部；隆平国
际会展中心以展览展示空间为核心，以“隆平
论坛”等会议空间为辅，力争建设成国际化的
大型会展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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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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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油菜籽系十字花科作物的种子。主要分布在印度、中国、加拿大、法

国、德国、日本。出口油菜籽较多的是加拿大和法国。总产量为亚洲最

多，中国居首位。

油菜籽中油脂的含量为 37.5%—46.3%。油菜的种植面积历年都占

全国油料作物总面积的 30%左右。

据 农 业 部 市 场 信 息 司 统 计 ，今 年 1 至 5 月 ，油 菜 籽 进 口 165.5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37.9% 。 据 商 务 部 最 新 数 据 ，6 月 份 油 菜 籽 进 口 近 19

万吨。

上左 7月 3日，在宁夏红寺堡，大型节水喷灌机正在农田里作业。

上右 7月 2日，在宁夏红寺堡，农民在晾晒枸杞。

宁夏红寺堡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扶贫区。近年来，宁夏红寺堡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以葡萄、瓜菜为主

的节水高效农业，目前 60%以上的农田不再种植传统农作物玉米、小麦、马铃薯等。

据了解，截至 2012 年，宁夏红寺堡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约 6 亿元，同比增长 11.9%；实现农业增加值约 3.4 亿元，同比增

长 9.8%；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4329.47元，同比增长 8.2%。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右图 7月 4日，江苏省句容岩藤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在大棚中采摘樱桃番茄。

江苏省句容市自 2011 年开始投资 3000 万元扶持农民自主创业，积极培育发展高效种植养殖、休闲观光、市场营销、科

技研发等多种类型的农民创业园。目前，全市共建立农民创业园 113 家，带动农民就业 1.32 万人，促进农民创业增收过亿

元，人均增收近 9000元，基本形成了“一镇一品、一村一园”的特色，并创出多个知名品牌。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摄

创 品 牌 助 农 增 收

“以前，每年种的都是蔬菜，像绿茄子、西红
柿，百米棚种蔬菜能收入 2 万多块钱；今年，我改
种非洲美菊，百米棚能收入 7 万元左右。我有 6
个棚，一年就能收入 30 万到 40 万元。对种非洲
美菊我挺有信心。”刘国庆是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
沙日浩来镇宝贝河村小有名气的大棚蔬菜种植
户，2013 年以前他的 6 栋大棚一直种蔬菜。今年
他在镇设施农业建设办公室的帮助下，6 栋大棚
全部栽植了非洲美菊。

奈曼旗采取边建设、边进行设施农业小区的
种植结构设想，引进推广使用新品种、新技术，进
一步提高设施农业种植户的收入。

今年，沙日浩来镇宝贝河设施农业小区的蔬
菜种植户都像刘国庆一样栽植了非洲美菊，共有
一百座大棚，面积达 100亩。仅此一项，菜农们的
收入就比往年增加 400万元。

“这个桃是在 6 月上旬结的果，大约在腊月上
市，价格在每斤 40 元到 50 元左右。”在鲜桃种植
大棚里，沙日浩来镇副镇长周志军给记者描述着
鲜桃的“钱”景。

沙日浩来镇引进种植的反季节鲜桃已有 4 年
历史。今年，该镇按照自治区和通辽市提出的建
设绿色农畜产品产业带的总体要求，在大力发展
原有水蜜桃的同时，又引进了更早熟的鲜桃新品
种“傲雪冬桃”，以抢占北方冬春反季节鲜桃市场，
增加果农收入。全镇计划到 2017 年设施鲜桃由
现在的 500栋发展到 5000栋。

经过 6 年的发展，奈曼旗设施农业建设总面
积近 8 万亩，建设设施农业小区近百个，全旗共引
进新品种 20 多个，新技术近 15 项。这些新品种、
新技术的成功推广，为当地设施农业种植户更进
一步提高收入创造了条件。

设施新品“钱”景好
本报记者 罗 霄 通讯员 左志宇

本报讯 记者杜芳报道：日前，两头含有脂肪
性脂肪连接蛋白基因（FABP）的秦川牛“萌萌”和

“妞妞”在北京农学院生长已满一周岁。两头小牛
的体重分别从出生时的 21 公斤和 50 公斤，达到
现在的 307公斤和 403公斤。

经 中 科 院 动 物 研 究 所 检 测 证 明 ，外 源 的
A-FABP 基因成功转入基因组之中，并稳定整
合。两头转基因牛生长发育指标均正常。一系列
检测指标均表明，北京农学院自主知识产权的体
细胞转基因克隆技术生产体系可以用于安全生产
转基因动物。

中国虽有“五大良种黄牛”，但至今没有一个
世界公认的肉用品种。北京农学院应用体细胞克
隆技术为培育我国自主品牌的肉牛新品种迈出了
关键的一步。

北京农学院培育肉牛新品种

本报讯 记者张雪报道：辽宁省水利厅近日
出台了《辽宁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质量技术要
求》，从水源工程、输配水管道、泵房、水池与水塔、
设备安装等几个方面明确了辽宁省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的质量标准。

《要求》对水源工程、配水工程、输水工程以
及各类构筑物的建筑质量进行了明确要求，量化
了各项主要技术指标；明确了丰、枯水期管井的
最低日出水量；明确了管道埋深及覆土土料性质
与粒径；规定了必须对非取水层的含水层进行封
闭；细化了采购材料设备过程中应审查并存档的
各种合同、许可证、批件等文件。

《要求》 的出台，填补了辽宁省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缺乏具体质量标准的空
白，在保障饮水安全工程质量方面将起到积极
作用。

辽宁明确农村饮水工程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