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伊通滿族自治縣南部的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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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農嫂食品有限公司甜玉
米穗。 大公報記者盧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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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瞄上軟黃金
鮮食玉米錢景闊

總產值35億元 每公頃增收4000元

玉米除了食用，
還能製成飼料及工業加

工成品，增加玉米產業附加值，實現玉
米產值就地升值10餘倍。農業產業化省
級龍頭企業吉林仟客萊飼料公司，2021
年生產飼料10萬噸，產值達5億元。公
司生產的飼料中佔70%的成分玉米，仟
客萊公司董事長孫建國稱，公司計劃在
吉林長春國家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
建設新廠，力爭建成30萬噸飼料產能。

玉米鏈條不斷延伸，可以開發出20
多項產業。公主嶺市一年玉米產量280

萬噸（56億斤），除了以原糧形式外銷
其他省份外，部分玉米在本地進行深加
工。通過科研創新，玉米深加工產品主
要有玉米澱粉、玉米蛋白粉、變性澱
粉、玉米澱粉糖、玉米油、食用酒精等
數千個品種，玉米深加工產品廣泛應用
於紡織、汽車、食品、醫藥、材料等行
業。轉化率達到99.5%以上。

中糧生化能源（公主嶺）有限公司
是中糧集團2006年4月投資興建的大型
玉米深加工企業，年加工淨化玉米達80
萬噸，佔公主嶺市玉米產量四分之一。

其主要產品有食用玉米澱粉，果葡糖
漿、玉米蛋白粉等。

玉米鬚除了用來泡水有消腫利尿作
用外，還有護膚的功能。有研究表明，
通過細胞、臨床試驗，玉米鬚中提取的
「玉米可凝性球蛋白」 對皮膚有保濕作
用。事實上，一些化妝品裏含有 「水解
玉米蛋白」 的化學物質。水解玉米蛋白
在化妝品、護膚品裏，主要作用抗氧化
劑，抗靜電、柔潤劑，風險系數為1。水
解玉米蛋白沒有致痘性，對孕婦一般沒
有影響，可以放心使用。

研發拓產業鏈 產值升值逾10倍

延伸鏈條

2022年吉林省
低溫寡照，降雨偏

多，持續陰雨天氣使不少農田出現積
水。然而，採用秸稈覆蓋還田的保護
性耕作不僅能改善土壤穩產，還能降
成本。

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樹縣國家百萬
畝綠色食品原料（玉米）標準化生產基
地核心示範區，玉米苗已長到膝蓋
高。 「這秸稈是給咱的黑土蓋了層被
子，秸稈還田可以給黑土補充營養。
保墑的同時還防風蝕水蝕，產量高

了，土壤也好了。」 梨樹縣宏旺農民
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張文鏑表示：「如今
秸稈覆蓋免耕播種，一公頃能省下近
1000元（人民幣，下同）成本，還能
增產500多公斤糧，加上政府的補貼，
每種一公頃地可增收2000多元。」

免耕播種每公頃省千元成本
吉林省農業農村廳農機處長王雷

說，2022年按照玉米秸稈覆蓋量60%
以上、30%至60%、30%以下，劃分
為每畝補貼不超過100元、80元、40

元三個標準，吉林省12億元保護性耕
作補貼已提前撥付到各地。

梨樹縣產糧大戶楊青魁指出，採
用保護性耕作 「土壤通透性強，玉米
抗旱抗澇，產量也更穩。1公頃地能打
糧2.4萬斤，節約成本1200元。」

從2020年的4000多萬畝，到
2022年東北地區保護性耕作面積已增
加至超8000萬畝。根據《東北黑土地
保護性耕作行動計劃（2020-2025
年）》，到2025年，東北地區70%適
宜耕地都要採取保護性耕作措施。

種子
是農業的

「芯片」。吉林省農業科
學院、隆平高科玉米科學
院公主嶺育種站等研究機
構多年來為當地農業發展
提供着智力支持。在公主
嶺市最大的種子銷售市
場，各地種植大戶、種子
經銷商都到此進貨，每年
種子交易額達7000萬斤。
近年吉林省培育的 「綠育
黃粘早1號」、 「綠糯
619」、 「吉農糯111號」
等優質品種均受到企業和
消費者歡迎。

吉林省農業科學院玉
米研究所所長黃威告訴記
者，該所研發的 「吉黃誘7
號」填埔了內地高頻誘導
系及無幼苗期鑒定標記的
空白。

作為中國玉米之鄉，地處 「黃金
玉米帶」 的吉林省，已連續8年糧食產
量保持在700億斤以上，2021年800億
斤糧食產量中，大約600億斤或75%
是玉米，其中90%達到一等品質。

政策扶持消費升級
在借鑒吉林大米品牌建設成功經

驗的基礎上，吉林省政府出台了《關
於加強鮮食玉米品牌建設加快鮮食玉
米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吉林鮮
食玉米全產業鏈標準》等政策。近年
來，先後湧現出農嫂、德樂、祥裕等
在市場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龍頭企
業。吉林省德樂農業合作聯合社銷售
經理劉麗麗說： 「隨着消費升級，人
們對食物的追求已經由吃飽轉變為吃
好，借助這一大背景，也借助吉林政
府政策扶持，我相信鮮食玉米前景廣
闊。」

胡長明介紹，吉林農業經濟已經
不僅僅是靠產量 「吃飯」 ，而是邁向
高端玉米行業。吉林省已打開了內地
鮮食玉米市場。與普通玉米比較，鮮
食玉米是指具有特殊風味和品質的幼
嫩玉米，也稱水果玉米。相比普通玉
米，它具有甜、糯、嫩、香等特點，

因種植、加工和物流成本不同，價格
也水漲船高。農民種植鮮食玉米比普
通玉米每公頃可以增收4000元左右。

在公主嶺市德樂農業合作聯合社
工廠內，為了確保鮮食玉米的新鮮
度，採收後的玉米必須盡快進行加
工。當地農民張獻武透露，鮮食玉米
的種植到採摘再到最後生產環節，都
有獨特的一套方法。 「我們種植鮮食
玉米品種最大的特點是它的籽粒口感
比較軟糯，含糖量比較高，同時，它
的生長周期比較短，大概90天。」

記者走訪東北多家大型生鮮超市
和電商了解，一些大品牌的鮮食玉米

平均售價6至10元間，鮮食玉米因
廠家不同，甚至有些已經賣到11至12
元一根。

農戶對接企業分享增值收益
在吉林鮮食玉米 「原料地」 之一

的吉林吉德惠市王家村，有上千公頃
的綠色糯玉米種植基地，這裏很多農
戶與企業對接，採取 「公司＋基地＋
農戶」 的產業化經營模式，龍頭企業
與村委會簽訂土地流轉協議，整村流
轉農民土地，與農民簽訂種植田間管
理承包合同，保證農戶分享增值收
益。

在農嫂食品公司車間，一根根鮮
玉米經過切割、清洗、裝袋、蒸煮等
工序，成為真空保鮮玉米產品，發往
世界各地。2022年3月，公司就向日本
發貨36萬根。據悉，該公司在真空鮮
食玉米行業產量1.2億根，銷售量全國
第一，電商銷售額1.25億元，出口16
個國家和地區。

「在韓國街頭，經常能看到排得
長長的隊伍，走近一看，原來人們是
在買烤玉米。甜糯玉米棒，烤得鮮香
四溢，刷上醬，再淋上芝士，這一穗
烤玉米就能賣到折合人民幣25元，咱
們松嫩平原地處玉米黃金帶，黑土飄
香，籽粒在成熟期含糖量最高，為什
麼就只能做工業和飼料玉米呢？一定
要比韓國、日本做的更大更強才
對。」 吉林省農嫂食品公司副總經理
劉友剛介紹，公司在吉林省精選了500
戶合作社、家庭農場、種植大戶成為
供應商，帶動2000多戶農民種植玉
米，使農民每公頃增收3000至5000
元。同時，又為速凍鮮食玉米加工企
業提供種子及加工技術，加工企業為
農嫂提供速凍玉米穗、玉米粒，從而
帶動吉林省整個鮮食玉米產業鏈發展
壯大。

秸稈覆蓋土壤 補營養增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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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支持

「6元（人民幣，下同）一根
的玉米貴不貴？」這是不久前東北

鮮食玉米在直播電商賣出「6元一根玉米」引發的爭議。「普通玉米
按斤賣，但鮮食玉米可論根賣。在電商平台，一根玉米價高的能賣

到7元左右，低的也可達2元。」吉林省陸路雪食品公司董事長胡長
明如是說。玉米已經擺脫低廉、粗粹只能果腹的傳統形象，如今整

個吉林省優質鮮食玉米生產企業已超過百家，2021年全省鮮食玉

米總產值達到32億元（約35億港元）。此外，全國首家速凍糯玉

米生產企業、首家甜玉米罐頭生產企業都來自吉林。

大公報記者 盧冶 林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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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不同品種不同用處

含油量較高，
用於炸玉米油
的玉米

▼▼工人在吉林省農嫂工人在吉林省農嫂
食品有限公司生產食品有限公司生產
車間內加工鮮食車間內加工鮮食
玉米玉米。。 新華社新華社

▶▶鮮食玉米在內鮮食玉米在內
地各大超市銷售地各大超市銷售
普遍普遍。。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屬 於 雜
交玉米，有

黃、黑、紫、
白，以及各種顏

色相交生長的。
尤其是黑玉米，
可以說也是一種
非常保健的食品

是一種高蛋白含量
的玉米，尤其在作
為飼料的時候，使
用高賴氨酸玉米的
成本支出至少比普
通玉米少30%左右

甜玉米

糯玉米

爆裂玉米

彩色玉米

高賴氨酸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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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高
溫之後，

會 發 生 爆
裂，加入喜愛

的調味品成為爆
米花（爆谷）

也 叫 黏
玉米，直鏈

澱粉含量較
高、食用消化率

高、黏性強。糯
玉米不僅在食用
價值上比普通玉
米高，加工成飼
料的適口性和利
用率都要高很多

也叫蔬
菜玉米，

可以煮熟食
用，也可以生

食，或者是加工
成罐頭之類的副
食品，水果玉米
也包含在內

熟食 生食

加工成罐頭

加工成飼料
食用價值高

高油玉米

爆米花

保健的食品

玉米油

高蛋白含量

▲農業技術人員正進行田
間測產。 受訪者供圖

東北農業經濟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