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年前的一幕，钱国良记忆犹新——
“爸爸，鱼米之乡在哪儿？”6 岁的女

儿稚声稚气。
“‘苏湖熟，天下足’，老话里就说到

了我们家乡湖州！”钱国良颇为自豪。
“家里吃的是湖州米吗？”望着女儿，

钱国良一愣，顿时语塞。
不久前的一幕，又让他倍感欣慰——
钱国良带着女儿去超市，货柜中摆

满了标签为“湖州好大米”的米，每斤售
价 3.5元。

“你晚饭吃的就是湖州米，香吗？”钱
国良问女儿。

“香！”
在粮食系统工作了 14 年，现任浙江

省湖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与物资
管理处副处长的钱国良深知，这变化背
后，是湖州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的孜
孜探索。

近年来，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
人们愈发关注食物的营养与健康，既要
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吃得放心。 2017

年，优质粮食工程在全国启动实施，着
力增加优质粮食供给，促进粮食安全向
更高层次提升。“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优质粮食
工程。

湖州聚焦解决粮食生产与消费需
求匹配度不高、储备粮轮换差价较大
等问题，以优化仓储环节为突破口，采
用 市 场 化 手 段 盘 活 政 府 粮 食 储 备 资
源，深入推进优粮优产、优购、优储、优
加、优销“五优联动”试点，调动各类市

场主体积极性，取得“农民增收、企业
增效、储备优化、消费者获益、产业发
展”的初步成效。

2020 年 9 月，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举办的全国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一次现场经
验交流会在湖州召开，从仓储环节入手、
向产销两端发力的湖州经验获重点推
介。日前，记者深入湖州粮食仓储和生
产一线，听几位亲历者讲述“五优联动”
试点改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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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储备粮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芮小明——

“变‘混收混储、3 年一轮
换 ’为‘ 单 收 单 储 、一 年 一 轮
换’，粮食精细化管理水平明
显提高”

正午时分，烈日当空，骄阳似火。当

记者提出进入湖州市中心粮库实地探访

时，湖州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芮小明婉拒了，“现在最好别去。”

“高温易诱发稻谷变质，进仓查粮

通常安排在早晨。”芮小明说，相同储存

条件下，优质稻谷的劣变速度比普通稻

谷快，如今仓库里储存着“五优联动”试

点后收购的优质粮，管理标准更高。

次日一早，晨风送爽，记者来到湖

州市中心粮库。眼前的标准化粮库白

墙灰顶，整齐敦实，共有 18 栋平房仓、39
个廒间。粮仓旁，配建有管理用房、机

械库、烘干中心和 500 吨级专用码头，相

关机械设备一应俱全。登台阶，推门进

仓，淡淡的稻香沁人心脾。一排走道板

下，堆满稻谷，高度超过 7 米。

“我们要求管理好每一粒粮食。”芮

小明示意记者抬头看：仓房屋顶采用了

国内先进的自呼吸通风双层板式设计，

可 在 高 温 条 件 下 快 速 释 放 仓 顶 积 热 。

粮仓采用水冷空调作为主要控温设备，

运用了氮气储粮、全冷链运输、粮仓周

际精准控温等多项技术。湖州市储备

粮管理有限公司还与有关企业合作攻

关低温储粮技术，研发的粮仓专用空调

于去年 5 月投入使用，能有效避免稻谷

生虫霉变、减少水分损失，为优粮优储

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稻谷‘住’进空调房，这是近年来

粮库实施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缩影。”芮

小明说，以前粮库普遍“混收混储”，对

提高粮食品质带来不利影响。3 年后，

稻谷出现陈化现象，按照储备粮轮换的

有关管理办法，需将到期的陈谷售出，

腾出仓库收购新谷，以确保库存稻谷品

质始终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陈谷一

般低于原价销售，由此产生的购入、售

出差价需财政补贴。

“五优联动”试点实施后，湖州市于

2019年通过招标向 5家市场化粮食加工企

业授予 8500 吨的国有粮库仓容使用权。

此举意味着稻谷收购入库前，已预先确定

好了存储期满轮换出仓时的购买者。稻谷

的存储轮换周期由 3年缩短至 1年，库存稻

谷品质变化小，粮库无需打折出售。

将带有计划属性的储备资源和市场

需求精准匹配，实现了国有储备粮库新

粮陈粮轮换的“零差价”。2020 年，湖州

市“五优联动”国有粮库仓容使用权招标

规模扩大至 3.6 万吨，12 家企业中标。在

探索存储轮换机制的同时，湖州还对收

购的稻谷实行“单仓单储”，即一个粮仓

只存一个稻谷品种，管理水平得以提升。

“从仓储环节入手，变‘混收混储、3年

一轮换’为‘单收单储、一年一轮换’，粮食

精细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芮小明对“五

优联动”试点带来的变化感触颇深。

种粮大户孙建龙——
“订单式收储后，优质稻卖

出了好价钱，亩均能增收 160
元，引导我们种粮从走量转向
提质”

螺旋桨嗡嗡转动，植保无人机掠过

稻田，飞抵之处水雾弥漫，百亩水稻的

施肥任务很快完成。时值农忙时节，在

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尹家圩村的田

野上，却不见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随

种粮大户孙建龙步入他任社长的尹家

圩粮油植保农机专业合作社，一台台拖

拉 机 、旋 耕 机 、播 种 机 、抛 秧 机 依 次 排

开，各式农机共有 90 余台。

“从天上飞的无人机，到地上跑的

‘ 大 铁 牛 ’，合 作 社 基 本 实 现 农 业 机 械

化。规模化种植优质稻谷，我们有这实

力。”孙建龙言语中充满自信，随即又话

锋一转，“但在过去，种普通稻谷反而更

划算。”这是为啥？孙建龙解释说，“五

优联动”试点前，他们种植的稻谷普遍

销售给国有储备粮库，但粮库承担的是

政策性粮食收储任务，按照最低收购价

支付，给予种粮农民兜底保障。

“种的粮食主要卖给国有储备粮库

时，在符合收购质量标准的前提下，亩

产越高利润越大。”孙建龙一度主要种

植高产的普通稻谷，走薄利多销的经营

之路，但随着生产成本增加和消费者对

优质粮食需求的增长，以量取胜模式的

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几年前，孙建龙经

营的水稻最高亩产达 925 公斤，但每亩

利润仅 100 元左右。

“为什么不多种优质稻谷，争取优价

卖给粮食加工企业？”面对记者的疑惑，

孙建龙解释道，曾经一段时期，本地规模

化的粮食加工企业偏少，且品牌建设相

对薄弱，竞争力不强，不仅稻谷收购数量

有限，收购价格也不具优势。加之本地

粮食企业资金有限，不具备大规模建设

自有粮库的条件，存储规模和设备都跟

不上，导致农民的销售渠道相对单一。

“产业强，粮食安”。针对粮食生产与

消费需求、粮食储备与口粮消费匹配度不

高等问题，按照原国家粮食局实施优粮优

产、优购、优储、优加、优销的要求，浙江省

于 2018 年出台方案，决定从 2019 年起在

16 个市县和省级有关企业开展“五优联

动”试点工作，湖州市位列其中。

“‘五优联动’，念好‘联’字诀是关

键。”在湖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

长王坚的召集下，2018 年底，平日难得

聚首的粮库、粮农和粮企代表坐到了一

张桌前，一番深入交流后，一个全新的

“粮企+粮库+粮农”的订单式收储模式

逐渐成形。根据协议，粮农种植优质稻

谷，收储时按优质稻谷市场价结算，粮

库支付收购基准价部分，每斤 1.33 元；

中标粮企支付优质稻谷加价部分，每斤

0.12 元。

种优质稻谷，关键在选种。2019 年

1 月 20 日，湖州优质稻米品种食味鉴评

会场上，十几台电饭煲一字排开，米香

伴着水汽蒸腾而出。来自湖州市农业

农村局、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粮企等单

位 的 负 责 人 和 粮 农 、市 民 代 表 现 场 试

吃。“南粳 5055”从 10 多个本地大米品种

中胜出，后经咨询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

家意见后，被确定为“五优联动”试点晚

稻品种。

2019 年 5 月，新一季水稻即将开种，

湖州白兔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

若飞把种粮大户召集到一起。“今年，我

们公司中标 1450 吨‘五优联动’国有粮

库仓容使用权，同粮库合作收购‘南粳

5055’稻谷，收购价格比基准价高，请大

家放心种。”

“订单式收储后，优质稻卖出了好价

钱，亩均能增收 160 元，引导我们种粮从

走量转向提质。”“五优联动”试点第一年，

孙建龙种植 300亩优质水稻。2019年，湖

州以订单形式引导农户种植“南粳”系列

优质稻谷 1.3万亩，签约农户 118户。

粮食加工企业负责
人邱若飞——

“收储优质稻，加工优质
粮，公司利润每吨增加约 600
元，是过去的两倍左右”

2019 年秋季，万亩稻熟，邱若飞来

到孙建龙的田里察看，手捧优质稻谷，

他满怀期待。

从 2019 年 11 月中下旬到 2020 年 1
月，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入粮库。看着粮

库 的 各 种 先 进 设 备 ，邱 若 飞 竖 起 大 拇

指：“粮库设施完善，优粮优储有保障。”

转眼进入 2020 年 5 月，粮企自储的

粮食即将加工完毕，按照合同约定，粮

库开始轮换出粮。2020 年 5 月至 9 月，

邱若飞分批回购与粮库合作收储的优

质稻谷，按照每斤 1.33 元的基准价付款

给粮库。

走进湖州白兔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车间，机器中的白米脱壳而出。根

据优质粮加工要求，企业正对粮食适度

精细加工。“从粮库买来的不再是普通

稻谷了，粮食品质高，有利于企业打造

品牌、提高产品竞争力。”邱若飞说。

为进一步实现优粮优销，2020 年 1
月，在湖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指导

下，湖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成立，邱若飞

当选会长。协会在资金融通、信息咨

询、产品推广、产销合作等方面积极开

展服务，并协助有关部门聚力打造浙江

省首个大米类区域公共品牌“湖州好大

米”，制定发布全省首个稻米团体标准，

从稻谷种植、收储、运输、加工、质量追

溯等方面统一生产工艺标准和技术操

作规程。“粮农、粮库、粮企共同维护好

‘湖州好大米’品牌。谁砸了牌子，谁就

得退出。”邱若飞说。

在加大“湖州好大米”品牌推广力度

的同时，邱若飞等粮企负责人还到一些

单位食堂上门推销。“湖州米口感不错”

“煮粥很黏稠”……尝到本地优质米后，

市民们普遍给出了好评，来自超市和订

货商的订单不断。如今，湖州已在本土

连锁超市建立经销代理网点 200 余家，

开设网店 7家，累计销售“湖州好大米”超

过 1.2万吨。

“收储优质稻，加工优质粮，公司利

润每吨增加约 600 元，是过去的两倍左

右。”邱若飞说，得益于粮食品质提升，公

司效益节节攀升，正在建设一座自动化

生产车间，年加工能力将达到 10万吨。

湖州市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干部钱国良——

“依托动态管理机制，每
月末实际库存不低于规定储
备规模的 70%，确保粮食储备
安全”

优质储备粮逐渐赢得市场青睐，市场

化企业购入量增加，是否影响粮食储备安

全？面对记者提问，钱国良将一张表格摊

在桌上，这是 2020 年湖州市储备粮轮换

执行调度表，标注了每个粮库点轮入轮出

粮食的时间、数量、品种、仓号等内容。顺

着钱国良手指的方向，几个数字格外清晰

——2020 年，湖州轮出粮食不到 33822
吨，轮入 35132吨，轮入量多于轮出量。

“依托动态管理机制，每月末实际库

存不低于规定储备规模的 70%，确保粮

食储备安全。”钱国良说，湖州市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每年初会同湖州市财政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州市分行商定年度

储备粮轮换计划，报请市政府同意后，下

达湖州市储备粮管理公司，确保粮食按

计划轮入轮出。

合作企业轮入的粮食在储期间，粮

权属于政府，全部纳入储备管理。湖州

市储备粮管理公司与粮企签订的合同

明确规定：粮食应急响应程序启动后，

库存粮食必须服从政府调控安排，市储

备粮管理公司按每吨 200 元的价格向中

标企业支付违约金。与此同时，湖州市

储备粮管理公司每月末通过专门系统

报送储备粮购销存报表，国家、省、市粮

食 管 理 部 门 均 可 掌 握 储 备 粮 库 存 情

况。钱国良说：“未来，我们将通过‘智

慧 粮 库 ’系 统 将 粮 库 计 量 终 端 接 入 系

统，粮食库存变化可实时了解。”

面对稻谷价格波动，风险化解机制

不可或缺。“五优联动”试点之初，出现

过粮企因稻谷价格下跌而违约终止合

同的情况。2019 年 5 月，一家粮企与湖

州市储备粮管理公司签订了 2020 年购

粮合同，约定购买价格为每斤 1.33 元。

当年 12 月，稻谷市场价格下跌至每斤约

1.2 元。该粮企单方面终止购粮合同，

放弃了之前缴纳的保证金。

针对粮价波动影响粮企参与“五优

联动”积极性的现象，湖州市有关部门

联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探索

推出了“优质稻谷价格指数保险”——

粮食加工企业在第二年开仓提粮时，如

市场价低于粮食收购入库价，由保险公

司赔付价差。

“保险兜底，粮企安心。”钱国良介绍，

2019 年底，湖州市为合作收储的 8500 吨

稻谷购买了价格指数保险。其中，粮库承

担 80%的保费，共计 41 万元；企业承担

20%，共计 10.2万元。如遇稻谷市场价格

下跌，粮企可享受最高每吨 200元的保险

理赔，有效降低了粮食价格波动给企业带

来的风险。

浙江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副局长李益敏——

“创新推进‘五优联动’试
点和提质扩面，提高绿色、优
质粮食产品供给能力”

“‘五优联动’试点头一年，浙江省晚

稻优质品率同比提高近两倍。”在粮食系

统工作多年的浙江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副局长李益敏没想到，一场粮食供给侧

改革释放出如此大的潜力。据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 2020 年 9 月召开的深入推

进优质粮食工程新闻发布会介绍，浙江

通过实施“五优联动”，促进种粮农民与

市场衔接，增加农民收入，激发农民种植

优质粮食的积极性。2019 年，全省晚稻

优质品率达 44%，同比提高 193%。

“我们创新推进‘五优联动’试点和提

质扩面，提高绿色、优质粮食产品供给能

力。”李益敏介绍，2020 年，全省“五优联

动”试点县市区增至 50个，优质晚稻订单

面积达 35.8万亩，产量约 16万吨，粮农增

收约 6400 万元；今年全省优质晚稻订单

面积预计达 45万亩，同比增加 25.7%。按

照规划，到 2025年，全省“五优联动”优质

稻谷订单面积力争达到 100万亩以上。

5 月 7 日，浙江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在湖州举办全省粮食安全仓储和监

管业务培训。培训期间，李益敏与前来

参会的芮小明、邱若飞、孙建龙等人畅

谈“五优联动”试点带来的变化。

“从‘存够粮’到‘储好粮’，我们着

力在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芮小明率先发言，“‘五优联动’试点以

来，国有粮库收储稻谷每斤 1.33 元的成

本不变，但收储入库的稻谷质量显著提

升，轮换出仓的稻谷不必折价销售。”

“通过与国有储备粮库开展订单合

作，我们公司的资金压力减轻了八成。”

邱若飞第二个发言，他算起了资金账：湖

州白兔粮油公司每年收购近万吨粮食，

如 果 直 接 向 粮 农 收 购 ，需 一 次 性 付 款

2000 多万元。“五优联动”试点后，每斤

1.33 元的购粮款由国有储备粮库在每年

11 月收粮时代为垫付，公司只需付每斤

0.12 元的加价部分。次年 5 月之后，公司

单次运走多少粮食就付多少款。

“如今，种得好就能卖得好，卖得好就

能种得更好！”孙建龙今年流转了 3000多

亩土地，他对年底的收成充满信心。2020
年，湖州优质稻谷订单种植面积扩大至 6
万亩，直接促进粮农增收 900万元。

“推进‘五优联动’，调动粮库工作人员

积极性同样重要。”轮到王坚发言时，他给

外地的同行们提了个醒，过去粮库储存的

稻谷往往 3年一轮换；“五优联动”试点后，

稻谷每年轮换，收粮、存粮、管粮、运粮等工

作量增加不少。2019年，湖州市储备粮管

理公司实行薪酬改革，将年终考评和工作

绩效挂钩。粮库保管员曾诚，2017年的工

资收入为 8万元，如今增至 11万元。

“把握好调动各类主体积极性这个关

键，‘五优联动’方能行稳致远。”李益敏点

点头。上午培训会结束后，一行人来到食

堂吃饭，盛一碗香喷喷的湖州米，众人欣

然笑道：瞧，鱼米之乡米更香！

图①：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尹家圩

粮油植保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在加工

优质大米。 杨 榕摄

图②：湖州市中心粮库工作人员在

测量粮仓温度。 项 飞摄

图③：湖州苕溪两岸稻浪金黄。

方 琪摄

图④：湖州市安吉县鹤鹿溪村村民

开展机械插秧作业。 范晓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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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化仓储为突破口，推进优粮优产、优购、优储、优加、优销，初步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消费者获益

浙江湖州 鱼米之乡米更香
本报记者 方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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