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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了饲料工业%玉米深加工工业和食品工业是玉米转化的主要方向&通过对吉林省玉米产业发展现

状%转化潜力和增值分析&提出玉米转化途径的重点选择以及发展玉米经济的战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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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是我国春玉米主产区& 玉米生产优势十

分显著&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年全省玉米播种面积!%(-\万BR(& 总产! +%)-+
万 O&平均单产达到 \ \+%-% ]F ^ BR()自 !%\% 年以来&
玉米总产连续登上四个台阶&截止到*九五+期间#玉

米播种面积年均达 ()!-! 万 BR(#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_‘)玉米总产年均达到 ! #(+-_ 万 O#玉米平均单产

已达到 & )%"-& ]F ^ BR( 的阶段水平#分别比 !%\% 年

增长了 !_#-\‘和 %!‘#玉米商品率达到 %#‘) 玉米

播种面积虽然占全国第 + 位# 但玉米总产和玉米单

产始终占居全国首位)玉米品质优良#在国际市场上

与美国玉米齐名)玉米生产拥有显著区域优势#但近

年来#由于受国际市场的冲击等相关因素的影响#造

成玉米大量积压#农民卖粮难#种粮效益低#地方财

政不堪重负) 如何提高种粮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是

粮食主产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 玉米转化利用现状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 农业部委托调研项目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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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研究) L>T!"+)!$(%%%!++’aJ

(""! 年全省消费玉米 ! +(%-# 万 O&其中省内消

费 _!%-# 万 O&外省调出 )"" 万 O&出口 )!" 万 O&分别

占玉米总产量的 #+-%‘.("-!‘和 ("-_‘) 在省内消

费的 _!%-# 万 O 中饲用消耗 +(" 万 O& 食用消耗 !+"
万 O&工业原料消耗 (!" 万 O&分别占 #!-) ‘&!\-!‘
和 (#-&‘) 显而易见&加工业原料消耗和饲料用玉米

增长较快&比*九五+期间分别增长了 (_‘和 #‘) 所

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促

进了加工业和畜牧业过腹转化的发展)
截止到 (""! 年底&我省共有大.中型玉米加工

企业 +" 多个&其中以玉米为原料的规模以上饲料企

业 (" 多个’吉林正大实业有限公司.吉林精气神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中谷华龙饲料有限公司.吉

林正隆饲料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兴华饲料厂.吉林

省宏达科技饲料有限公司. 吉林德大有限公司饲料

厂.吉林大龙饲料有限公司等J) 全省饲料年双班生

产能力 )%( 万 O&饲料产品年产量 (((-+ 万 O&畜牧业

转化玉米 +(" 万b +#" 万 O&其中工业生产饲料年消

耗玉米占 +"‘&大约为 !&_ 万b ("" 万 O(在工业原

料加工企业中& 年消耗玉米 ) 万 O 以上的大中型企

业近 (" 个& 设计加工转化玉米能力合计 )#" 万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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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加工量为 !"# 万 $! !##" 年全省共计生产淀粉

%&’( 万 $"变性淀粉 "&’" 万 $"酒精和白酒 !# 万 $"玉

米油 )’" 万 $"玉米蛋白 "#’! 万 $"赖氨酸 "’) 万 $"淀

粉糖 &#’% 万 $"果脯糖浆 "# 万 $"麦芽糊精 * ### $"
柠檬酸 " 万 $! 生产速冻鲜玉米 & ### 万穗!

龙头加工企业布局合理#便于形成产"加"销一

体化!玉米加工企业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能源充足

的中部和中西部粮食主产区#()+以上的大中型加

工企业都集中在长春市"四平市"吉林市和松原市!
玉米加工转化产品中#饲料转化占 !(’"+"淀粉

转化占 %’, +"酒精和白酒转化占 -+!
产品市场! 淀粉类产品主要以省外和省内销售

为主#各占 )#+左右! 由于受价格因素影响#出口很

少#每年 " 万 $ 左右! 淀粉糖出口占 ,#+#多数产品

已和国际市场接轨! 赖氨酸市场比较紧缺# 供不应

求#厂家无库存! 酒精主要用于本省消费! 饲料消费

主要以省内为主# 配合饲料产品销售半径不超过

)## ./# 每年流出周边外省和外省流入 (# 万0 "##
万 $#基本平衡!

! 玉米生产与转化基本判断

吉林省玉米生产水平在全国处于首位# 玉米单

产水平和玉米总产以及商品率和出口量全国第一#
与 *# 年代相比#全省玉米面积翻了一番#单产提高

近 - 倍#总产量增加了 (’) 倍! 由于面积扩大#总产

量增加#加之玉米生产成本提高#没有价格优势#缺

乏竞争力#出现玉米卖难"过剩!今后解决产销矛盾#
振兴玉米经济的出路# 关键要搞好一个降低两个转

化#即降低玉米生产成本#工业产品加工转化#畜牧

业过腹转化!饲料工业"深精加工业和食品工业是玉

米转化的主要方向!目前#全省玉米转化率比过去有

很大提高#初步建立了玉米加工业体系!$九五%期间

年平均转化率为 &)+左右#但大部分粮食还处于以

卖原粮为主的格局!吉林省虽然是玉米生产大省#但

是玉米转化率较低! 据分析#!# 世纪 (# 年代全世界

用于饲料工业的玉米占总产量的 ,#’)+# 粮食用玉

米占 ",’,+#工业用原料玉米占 ""’(+! 进入 %# 年

代 后 # 全 世 界 用 于 饲 料 工 业 的 玉 米 占 总 产 量 的

,)’)+#用于粮食的占 "!’*+#用于工业的占 "!’#+!
另据 "%%* 年统计#在我国玉米生产总量中1饲料消

耗的部分占 *-+! 山东省已成为畜牧业大省#"%%)
年畜牧业消耗玉米 " !(, 万 $# 占全省玉米总产的

(&’-+#已经出现了省内玉米供不应求现象! 吉林省

所以出现卖粮难的问题#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业加

工转化和畜牧业过腹转化发展的不快#今后#应狠抓

两个转化!根据当前吉林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在

$十五%期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要突出抓好$"!&
工程%#抓好 "# 个已建成项目#尽快达到设计能力&
抓好 !# 个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抓好 &# 个拟建

项目#搞好可研报告#尽快投产建设!初步规划到$十

五%末期#畜牧业可转化玉米 )## 万0 ))# 万 $#玉米

加工业全部达产可转化玉米 )## 万 $# 卖粮难的问

题将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粮食供求总量实现基本平

衡!

& 玉米转化中存在的问题

!"# 过腹转化和加工转化量低!加工业产值低

!##" 年全省畜牧业和加工业玉米转化量为 **#
万 $#仅占玉米总产量的 --’!+!作为玉米主产区#其

转化能力远不适应生产发展要求# 与发达国家和地

区相比差距较大! 美国近年畜牧业转化玉米占 *#+
左右# 利用深加工转化玉米数量占玉米总产量的

!#+左右!
!"$ 玉米加工企业普遍规模小!产品成本高!未达

产问题比较突出

我省玉米加工企业有近百家 2包括在建项目3#
其中大中型企业占不到四分之一! 按设计全省年玉

米加工能力合计在 (## 万 $ 以上# 但大部分企业由

于开工不足# 只能完成设计生产能力的 ))+左右#
造成了设备闲置#资源浪费严重! 特别是一些中"小

型企业因规模小或开工不足#产成品的成本提高#竞

争力差1现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 加工企业资金不足!管理滞后!技术人员和市

场开发人员少

这些因素集中体现在中"小型企业中#专业技术

人员和专门管理人才匮乏! 据调查#在这些企业中#
高级科技人员占不到 )+#从而导致企业设备更新"
新产品开发和产品深加工以及市场开拓等问题比较

突出#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 玉米原料混杂!加工产出率低!影响企业效益

我省玉米加工企业收购玉米尚未实行优质优

价#据调查#除个别企业用于生产特定产品外#大部

分企业都以普通玉米为原料!从单纯效益讲#在加工

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应用专用玉米#如高淀粉"高油"
高蛋白玉米#其经济效益比普通玉米要高 !+ 0 ,+!
据淀粉加工企业测算# 每吨高淀粉玉米可比普通玉

米增值 )* 元! 但从综合效益和工艺水平看#用普通

玉米#其副产品效益也占一定比例!专用玉米往往是

贾乃新等’关于粮食主产区2吉林省4玉米转化与利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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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成分高!其它成分低!如高淀粉玉米其玉米油和

蛋白含量低!如果考虑综合效益!有些企业还不急于

用专用玉米"
!"# 玉米加工转化产业链条短! 产品附加值低!品

种结构单一!市场覆盖率低

我省玉米加工产品只有十几种! 其中主要以饲

料和淀粉及其副产物为主!占 !"#以上" 而玉米综

合利用率可在 !!#以上!发达国家利用玉米加工转

化达 $"" 多种产品"
!"$ 玉米转化产品市场销售问题

吉林省玉米工业转化产品主要分为五大类#一

类饲料$二类淀粉%玉米油%玉米蛋白等系列产品$三

类酒精和白酒$四类淀粉深加工产品$五类柠檬酸等

产品" 从产销情况看!饲料主要用于本省消耗!产销

基本平衡$淀粉主要是省外和省内销售!市场竞争比

较激烈!小企业艰难经营!大中型企业开工不足$酒

精省内市场基本趋于饱和!燃料酒精市场广阔!近期

与汽油价格比较!因成本较高!一时难以大量取代汽

油!但长期看好$淀粉深加工产品市场较好!赖氨酸

市场供不应求!特用变性淀粉%果脯糖等市场价格较

高!但目前深加工产品种类少%规模小"

% 玉米转化增值分析

%"& 玉米生产成本分析

!"#"$ 玉米生产成本构成%不包括租地经营&
公顷土地费和农业税负担合计 &’’($ 元$ 人工

费 ) ")" 元$物资费 ) *&’ 元!其中肥料费 + &)* 元

,表 +-"

播种面积 总产量 产量 成本

,./)- ,万 0- ,12 3 ./)- 人工费 物资费 费用负担 农业税 含费税成本 ,元 3 12-
传 统 栽 培 经 营

模式
’%" "($$ ’ %"% ) ")" ) *&’(" )$&(+ +)%(% $ "&%(’ "(*4

机械化规模经营

模式
’ """ *(&" ! """ *"" ) *&$($ $*’(! &&*(* % +%"(" "(%*

大垄双行灌水覆

膜高产栽培模式
! """ +"(4" +) """ & ")" & ")"(" &""(" +""(" % *)"(" "(&4

标准工日 工值 合计

经营收入 合计 ,个- ,元- ,元-
传 统 栽 培 经 营

模式
444($ ) !"4($ +"+ )" ) ")"

机械化规模经营

模式
& "*"(" & **"(" &" )" *""

大垄双行灌水覆

膜高产栽培模式
% !4"(" * +4"(" *" )" + )""

种子费 肥料费 植保费 农机作业费 畜力作业费 农膜费 灌溉费 其它直接费 合计

传 统 栽 培 经 营

模式
)4’($ + &)*() !$(% )’*(4 &4’(4 )*"($ ) *&’("

机械化规模经营

模式
+4"(" + %’)(" ’$(" *)"(" )44($ ) *&$($

大垄双行灌水覆

膜高产栽培模式
+%"(" + +%"(" +""(" ’""(" $$" )%" +$"(" & ")"("

注#!传统栽培经营模式的数据是根据省农委对全省 &* 个行政村 4!" 户的调查材料分析整理!代表了我省目前的平均水平$机械化规

模经营模式的数据!根据我们调查和榆树市弓棚镇提供的资料整理的$大垄双行灌水覆膜高产栽培模式的数据由乾安县农业局和该

县赞字乡父字村提供" "费用负担合计包括村提留%乡统筹和工作价等" #劳务收入指投入的人工所获得的报酬" $经营收入是指

主要产品收入减去含水量费税成本"

物质费用,元-
模 式

+ )""! *""

*""’ )""

) ")"$ !)&

劳务收入

每公顷纯收入
主产品收入

人工费用效益,元 3 ./)-
模 式

平均费用,元 3 ./)-
模 式

表 & 玉米不同栽培经营模式成本效益比较

!"$"’ 玉米生产成本分析

玉米生产成本过高! 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价格优

势和竞争力"在全部成本中!人工费和物资费成本最

高!每公顷为 ) ")" 元和 ) *&’ 元!分别占总成本的

&!(45和 $)6"5"从费用成本可以反映出成本过高的

主要原因#一是生产规模效益低!人工浪费严重!劳

动生产率低! 机械化程度不高$ 二是生产资料投入

高!主要是化肥费用大!每公顷肥料费用为 + &)*6)
元7占全部成本的 )*6+#!化肥利用率不高!浪费比

较严重$三是非生产性负担较高"
%"’ 玉米不同转化情况增效分析

!"’"$ 食品工业增值分析

!粗加工增值! 主要指玉米经简单加工后直接

食用!如玉米面%玉米面食品%玉米花和玉米米查子等"

玉米科学 )""& 年第 ++ 卷第 % 期

!"



每公斤原料玉米成本按 ! 元计算! 玉米面" 玉米米查

子"玉米饼市场价每公斤 !"# $ %"& 元!玉米加工损耗

一般在 !’( $ !&)# 玉米粗加工可增值 ’"* + ,"’ 倍$

!精加工增值! 玉米经过精加工后产品主要有精制

玉米粉%玉米片"玉米膨化食品"玉米罐头"玉米糕点

和玉米米等$ 加工增值 % $ # 倍!平均可在 , 倍左右$

玉米面 玉米米查 玉米饼 饲料 淀粉 变性淀粉 玉米油 果脯糖 玉米蛋白 淀粉糖 酒精 赖氨酸

市场价格-元 . /01 !"# !"* %"& !", !"& , + 2 , $ 3 !’ % !"* $ %", ,"& !% $ !*

增值比例-)4 #’ *’ !&’ ,’ &’ %’’ + #’’ %’’ + ,’’ 5’’ !’’ *’ + !,’ %&’ ! !’’ + ! 2’’

注&玉米成本价按 ! 元 . /0 计$

精加工产品粗加工产品
项 目

表 ! 玉米粗!精加工产品及增值比较

!"#"$ 玉米过腹转化增值分析

目前! 全省饲用玉米每年消耗约 3%’ 万+ 3&’
万 6!包括大中小型饲料加工企业和养殖专业户%散

户自配饲料$配合饲料中玉米含量占 #’) $ #&)!平

均饲料价格 ! ,’’ 元 . 6$ 玉米加工成饲料后!可纯增

值 &’ 元 . 6 左右!如果变为’肉蛋奶(则可增值 ! !2#
元 . 6# 从目前看!生产饲料用玉米主要是普通玉米!
如果采用高蛋白或高油玉米生产配合饲料! 可代替

一部分蛋白饲料!不仅降低饲料成本!还增加饲料报

酬率!提高饲养经济效益# !555 年吉林德大公司对

3 ’’’ 只肉鸡的饲养试验表明!高油玉米饲料饲养组

在生长速度%肉质等方面明显优于普通玉米饲料#同

时! 由于高油玉米省去了普通玉米饲料添加油脂工

序! 避免了添加不均匀等问题! 从而节省了饲料成

本# 据此估算!高油玉米可获得 !!’ $ !%’ 元 . 6 的额

外利润# 吉林省现有玉米面积中如有 ! . , 种植优质

高蛋白玉米!用这些玉米喂猪!可节省豆饼 %&"% 万

6!价值 !"& 亿元!并可节省普通玉米 !’’ 万 6)如果

种植 ! . , 的高油玉米!可增加玉米油 !"& 亿 /0%蛋白

玉米& ,’’ 万/0%赖氨酸!’’ 万/0!可增加产值3 ’’’
万元#

利用玉米为主的配合饲料饲养家畜%家禽!饲料

报酬率7肉料比4平均为 !8% + ,"&)规模饲养生猪饲

料报酬率为 !8, + ,"&) 饲养肉鸡和奶牛饲料报酬率

最高!分别为 !8!"* 和 !8%) 饲养蛋鸡饲料报酬率为

!8%"& + ,# 按现行肉%蛋%奶市场价格和规模饲养水

平!玉米过腹转化增值可达到 !"3 + %"’ 倍# 不同饲

养方式其饲料的报酬率和经济效益相差明显# 规模

饲养-一般指饲养场或养殖专业户!存栏数量生猪,’
头以上!牛 %’ 头以上!肉鸡 ,’’ 只以上!蛋鸡 %’’ 只

以上4经济效益显著高于散户饲养# 据调查!全省畜

牧业规模饲养占 ,&)左右! 其中肉鸡规模饲养占

2&)! 猪 规 模 饲 养 占 ,&)! 牛 规 模 饲 养 占 %&) +
,’)!蛋鸡规模饲养占 3’)#规模饲养比散养综合提

高效益在 ,’) + &’)#
!%$"& 工业原料玉米转化增值分析

按普通玉米为原料计算增值#
-!4 淀粉# 一吨玉米可生产淀粉 ’"#& 6%玉米油

’"’,& 6% 玉米蛋白 ’"’2 6! 粗饲料 ’"!% 6% 胚饼饲料

’"’3 6!玉米生产淀粉增值 ! + % 倍# 目前生产一吨淀

粉纯利润 &’ 元左右!但综合增值可达 , + & 倍#
-%4 酒精#,"!’ + ,"!& 6 玉米可生产酒精 ! 6!每吨

酒精市场批发价大约 , &’’ 元左右! 这样每吨玉米

增效 !#’ 元#
-,4 白酒#%"3 6 玉米生产 ! 6 白酒!每吨白酒平均

市场批发价为 # ’’’ 元!生产白酒增值 % + , 倍#
-34 精深加工产品# 淀粉深加工产品可增值 , +

!’ 倍以上# 其中生产变性淀粉增值 ! + , 倍!生产氨

基酸增值 & + %’ 倍! 生产果脯糖%结晶果糖可增值

# + * 倍#

& 玉米转化途径% 重点选择及建设项

目

"#$ 主要途径

’%(%) 建立饲料工业体系

在当今全球玉米生产中!2’) + 2&)的玉米用

作饲料!年消耗玉米 ,"#3 亿 6# 美国 5’ 年代初!饲料

用玉米占玉米总产量的 &5",#)! 年消耗玉米 2 ’#2
万 6# ’九五( 期间! 吉林省每年饲料用玉米约 3%’
万+ 33’ 万 6!占玉米总产量的 %#)左右# 到目前为

止!吉林省饲料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全省已建成吉林

正大%德大等大%中型饲料加工企业十几家!加工转

化能力 %’’ 万 6# 预计到 %’’& 年全省饲料用玉米可

达到 &’’ 万 6 左右!占玉米总产量的 ,’)以上# 在满

足本省消费的基础上!适当开发省外市场#
’"*+$ 发展玉米深精加工业

吉林省已拥有大中型加工企业 %’ 家!正在建和

计划建大中型加工企业两家# 预计到 %’’& 年!按设

贾乃新等&关于粮食主产区-吉林省4玉米转化与利用探讨

!"



计 加 工 能 力 年 消 耗 玉 米 可 达 !"" 万# $"" 万 %!按

$"&达产率计算!年消耗玉米达 ’"" 万 %!占玉米总

产量的 ("&左右"
!"#"$ 发展玉米食品工业

玉米养分全面!含有淀粉#蛋白质#脂肪#多种氨

基酸# 维生素和酶等营养成分" 玉米经过精细加工

后!可制作各种食品"如用精制粉生产的糕点#面条#
饺子等口感非常好!玉米罐头#玉米膨化食品#方便

玉米片#速食玉米和粘玉米食品等广受欢迎"搞好宣

传引导!玉米食品市场十分巨大!吃玉米将成为追求

健康的一个新时尚"
!%&%’ 玉米直接出口

吉林省玉米出口量占全国的一半左右! 根据

)*+ 规则!取消出口补贴!将对玉米出口造成一定

影响" 但可以利用$绿箱%政策!建设玉米出口基地!
增加其它补贴!如耕地#机械#肥料#保护价和灾害等

补贴!降低生产成本和间接费用!同时提高科技含量

和劳动生产率" 创名牌!突出绿色和非转基因优势!
就可使吉林玉米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 玉米转化途径的重点选择

根据玉米转化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容量# 需求趋

势#转化产品的投入产出比#加工企业生命周期#投

资的承受能力以及可行性等综合因素! 实事求是地

确立发展重点和方向"从我省实际情况出发!玉米转

化重点应确立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过腹转化!建立现

代饲料工业体系’二是加工转化!建立现代玉米深#
精加工业基地"
!"$ !十五"期间玉米转化的主要建设项目

到 (""! 年! 全省畜牧业转化玉米 !"" 万 %!加

工 业 转 化 玉 米 ’," 万 %" 在 加 工 业 中! 生 产 淀 粉

-$’.! 万 %/转化玉米 ($-.$ 万 %0!淀粉糖 1(.- 万 %!变

性淀粉 !1.1 万 %!赖氨酸 2 万 %!柠檬酸 (.! 万 %"
主要建设项目有& !长春大成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万 % 淀粉生产项目!(2 万 % 变性淀粉生产项

目! 赖氨酸 2 万 % 扩产项目!2 万 % 味精生产项目!$
万 % 果脯糖生产项目!( 万 % 糊精生产项目" "吉发

集团黄龙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万 % 结晶果糖生产

项目" #吉发生化食品有限公司!变性淀粉 -! 万 %
生产项目!结晶葡萄糖 2 万 % 生产项目"$赛力事达

玉米工业有限公司! 扩建 -" 万 % 淀粉生产项目!结

晶葡萄糖 ’ 万 % 生产项目! 葡萄糖浆 - 万 % 生产项

目!低聚糖 $ """ % 生产项目" %四平帝达公司!1.$
万 % 淀粉扩建生产项目" &梨树淀粉厂!, 万 % 淀粉

扩建项目" ’吉林省燃料乙醇有限公司!$" 万 % 燃

料乙醇生产线建设项目"

$ 搞好玉米加工转化! 提高玉米经济

效益的对策与建议

变产品优势为经济优势!建设一个比较大的#抗

冲击力强的玉米产业"对此!要针对全球经济的新变

化和我国加入 )*+ 以后带来的新机遇! 亟需制定

和调整应对措施以促进玉米加工转化能力的提高!
保证玉米产业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和高效发展"
%&’ 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

/-3 在玉米主产区建立精品畜牧业生产基地!按

国际标准严格组织生产# 加工和包装!面向国际市

场提供优质绿色乳#肉#蛋产品"
/(3 强 化 乳#肉#蛋 产 品 的 质 量 管 理!抓 好$两

头%"一头是养殖场或专业户!推行洁净饲养(环境清

洁#饲料安全)!严禁使用含有生长激素的化学药品

和添加剂!按规定使用防疫或治疗药品’另一头是收

购部门严格进行乳#肉#蛋质量抽查!杜绝劣质和有

害的畜产品进入加工厂或流向市场"
/’3 发挥资源优势!建立饲料工业体系" 吉林省

饲料用玉米仅占玉米总产量的 ($&左右!作为农业

大省!虽然饲料资源丰富!但饲料加工业相对滞后!
和世界发达国家及先进省份比差距较大" -444 年按

饲料产值排序!我省排在全国的第 -2 位" 根据畜牧

业的发展目标!全省饲料用玉米在$十五%末期应达

到 !"" 万# $"" 万 %!占玉米总产的 ’"& # 2"&" 饲

料工业按层次梯度发展!做到大中小结合!集中与分

散结合!重点发展高端添加剂厂和浓缩饲料厂!抓紧

建设德大#吉发#大成三个百万吨饲料工程和正大实

业万吨级预混料生产等一批重点项目!向规模化#集

团化方向发展!建立大型饲料企业集团!走向资本市

场!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扶持

中小型的专用化饲料混配厂"
/23 重点建设高水平畜产品综合加工大型龙头

企业" 进一步壮大皓月#德大加工企业!重点建设生

猪大型加工企业!特别要搞好副产品的精深加工"发

挥龙头企业的纽带作用!一头开拓市场!另一头带动

基地发展"
%"( 重点发展玉米淀粉深加工和以淀粉为原料的

相关企业

搞好现有玉米加工企业建设!开拓市场!提高生

产能力和达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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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绿色玉米食品!推动玉米食品工业体系建

设

我省玉米食品生产企业尚未形成工业化生产规

模!企业少!产量低!市场销售半径小"要充分发挥我

省绿色资源优势!甜玉米#糯玉米#爆玉米种子资源

丰富!无污染!口感好!具有非转基因优势"制定优惠

政策!吸引资金做大产业!把我省绿色玉米食品推向

全国市场!打入世界市场" 通过合资#合作加强企业

与科研院校联合!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设备!重

点发展县域玉米食品工业!上规模#上档次"
!"$ 加强玉米出口基地和专用玉米生产基地建设

在四平#长春铁路沿线建立玉米出口基地!按标

准化组织生产# 加工和包装" 根据目前国际市场行

情!重点发展高油玉米!提高出口玉米质量效益"
发展绿色玉米和有机玉米生产! 进一步发挥吉

林省玉米在国际市场良好的品牌声望和非转基因优

势!扩大出口市场份额!增强竞争力"
用工业化思维谋划玉米产业" 专用玉米生产基

地建设应作为企业的原料车间! 以企业!农户订单

式生产经营为手段! 推行标准化生产" 在实行过程

中!尽量减少当地中间管理环节!以保证农民和企业

获取最大利益!只有双赢战略!才能保证基地建设长

期稳定发展"
!%& 组建玉米精深加工企业集团

以长春大成# 吉发集团黄龙公司和吉粮赛力事

达为龙头!组建玉米淀粉深加工企业集团!进一步夯

实我省淀粉工业基础!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以吉林燃

料乙醇有限公司为龙头! 组建玉米酒精生产企业集

团" 大力扶持玉米食品加工业!向规模化#集团化方

向发展"

贾乃新等$关于粮食主产区"吉林省#玉米转化与利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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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竞雄诞辰 )( 周年纪念暨铜像揭幕仪式纪要

我国著名遗传学家#玉米育种家李竞雄诞辰 +* 周年纪念暨铜像揭幕仪式 &* 月 &+ 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 中国农业大学

党委书记瞿振元!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农业部原副部长相重扬!原中国农科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良恕!农业部种植业

司司长陈萌山!科技司司长张凤桐!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万建民!国家玉米改良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
中国科学院院士庄巧生以及玉米界有关人士#李竞雄先生的亲属#生前好友 -** 余人参加了塑像揭幕仪式"

纪念活动由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孙其信主持" 瞿振元#翟虎渠#相重扬以及李竞雄先生的女儿李临西分别发表讲话"
李竞雄先生是我国杂交玉米之父!为我国玉米育种事业的发展#玉米品种改良所发挥的作用!如同水稻#小麦杂交之父一样

为解决我国的民生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竞雄是中国利用杂种优势理论选育玉米自交系杂交种的开创者"他育成的丰产玉米杂交种’中单 - 号(增产显著!获国家

发明一等奖" 开拓了我国玉米品质育种#群体改良和基因雄性不育的研究!对我国玉米育种事业和粮食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竞雄忠于祖国!热爱人民!毅然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参加祖国建设"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玉米遗传育种事业!他以优

秀的育种成果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为推动我国玉米生产的发展和玉米种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瞿振元#翟虎渠#相重扬#陈萌山#张凤桐#万建民为李竞雄先生铜像揭幕" 许启凤教授#赵克明研究员代表李竞雄先生的学

生!吴景锋研究员#潘才暹研究员代表李竞雄先生的同事!贾明进#张书申代表种子管理部门和企业向李竞雄先生的铜像献了花

篮!李竞雄先生的子女代表亲属敬献了花篮"
这次纪念活动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及玉米界同行和其他相关人士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纪念活动的成

功举行凝聚着大家对李竞雄先生的景仰和爱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