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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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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1004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吉粮米〔2022〕34号 

孙民： 

  您在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快“吉林大米”区域化品牌

影响的议案》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吉林大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主要做法 

  2013 年，省委省政府做出加快推进吉林大米品牌建设的战略部署，正式拉

开以“吉林大米”为先导的吉林粮食品牌建设序幕。经过 9 年的不懈努力和创

新实践，尤其是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作出“粮食也要打出品牌，

这样价格好，效益好”重要指示后的 7年间，围绕“品牌做响，品质做优，农

民增收，企业增效”这一目标，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大力实施创品牌、建联

盟、制标准、搭平台、拓渠道“五个一”工程，探索出一条促进吉林粮食产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粮道”。 

  （一）品牌引领，提升品质树形象。一是实施“吉林大米+”战略。整合省

内优质区域品牌、重点企业品牌、特色产品品牌，制定“吉林大米”统一标

识，形成区域、企业、产品三位一体的品牌矩阵，整体推进。二是坚持协同运

作。政府搭平台，协会严把关，企业唱主角，上下联动，合纵连横，步调一
致。三是立体化推介。围绕吉林大米稻作文化、品质特征，出版《贡米》《解

码吉林大米》《米说吉林》等书籍，大型纪录片《稻米的故事》登陆央视频

道；面向销区，在全国 30 多个城市开展了 100 多场宣传推介活动；综合利用传

统媒体、自媒体和吉林大米两微一网，传播品牌声音。特别是疫情期间，创新
开展吉林大米“云推介”，通过“云集市”、“云课堂”、“云展馆”等方

式，持续扩大吉林大米品牌影响。 

  （二）联盟带动，整合资源聚合力。一是依托省内大米行业龙头企业，组

建吉林大米产业联盟，统一使用“吉林大米”LOGO，同扛一杆旗，同唱一个

调。二是引导建立“联盟企业+合作社+农户”、“联盟企业+基地+农户”利益



共同体，夯实产业基础。三是吸收水稻育种、产品营销、品牌策划等相关企业

共同参与，进一步完善联盟体系。目前，产业联盟企业已从最初的 7家发展到

69家，成为吉林大米平台搭建、品牌宣传、产品销售、产业联动的核心骨干，

在水稻基地建设、优良品种推广、优质产品开发、优质品率提升、营销模式创

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标准示范，追根溯源保质量。制定颁布了高于国家标准的《吉林大

米地方标准》，“吉林稻花香”“吉林长粒香”“吉林圆粒香”“吉林小町”

等 4 个市场热销品种的团体标准。围绕吉林大米产购储加销制定了全产业链各

环节操作规范，并针对水稻熟收、田场、干燥、收仓以及仓储重要环节推出

《吉林大米收储 5T 标准》，确保品质稳定。依托联盟核心企业建设中国北方粳

稻种子繁育基地，试种 180 多个国内外优良品种，全面推广市场反响较好的水

稻品种。按照“来源可查明、流向可追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质量溯

源要求，开发吉林大米大数据平台，组织全省 167 家大米加工企业实现产品质

量安全可追溯，以信息化数据溯源来改善食品安全隐患，打通品牌与消费者之

间的沟通边界，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 

  （四）营销发力，创新模式拓市场。瞄准国内销区市场，围绕吉林大米中

高端市场定位，陆续推出直营店（柜）、电商平台、产销直通、吉田认购 4 个

版本的营销模式。规范吉林大米直营店和专柜的形象设计、产品包装和服务外

延，对符合标准的直营店、商超专区实施了资金奖补，持续推动吉林大米直营

店、商超专区销售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吉田认购”专属稻田营销模式，搭建
“吉田认购”交易平台，完善配套设施、运营机制和服务规范，通过“互联网+

农业”、“基地+市场”、“消费+体验”新的营销模式，把产品资源、产地资

源有机整合，并付之以专属服务，实现了产品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叠加，产生了

“1+1＞2”的效果，实现了吉林大米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共建共享。 

  （五）产业延伸，三产融合促升级。为提高大米优质品率，增加优质粮食

供给，依托吉林大米联盟核心企业，向上延伸推进基地建设，向下延伸拓展营

销渠道，以品牌为纽带，将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要素紧密地连接起来，促

进了一二三产融合。涌现出了以秀美稻田为依托，集休闲观光、文旅娱乐、农

事节庆于一体的新型农业综合体，也吸引了一大批返乡创业的“新农人”，成

为品牌引领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二、“吉林大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取得成效 

  省农科院选育的吉粳 816 在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
评会”上两次荣获金奖，更是全国唯一蝉联该项金奖的粳稻品种，吉粳 515 和

吉粳 528 于 2019 年荣获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奖，特别是“吉

林圆粒香”在“吉粳 816”“吉粳 830”等代表性品种的支撑下，为“吉林大

米”品牌的打造提供强有力的品种保障，逐渐成长为吉林独有的中高端大米品

类。“十三五”至今，省农科院育成了一大批优质食味水稻新品种，转化水稻

品种 38 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十分突出，为“吉林大米”品牌建设奠定品种

基础。 



  与品牌建设之初相比，全省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了近 100 万亩，优良品种覆

盖率超过 80%，企业自有水稻基地面积从 130 万亩增加到 330 万亩，中高端大

米年产量由 11 亿斤增长到 20 亿斤以上。最近 6 年，我省水稻市场平均收购价

始终高出国家最低保护价 0.10 元/斤左右。吉林大米成功入选杭州 G20 峰会、

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和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指定用米。王毅外长在外交

部“吉林全球推介日”活动中，盛赞吉林大米“比日本的大米还好”。2018 年

以来，省委省政府领导对吉林大米品牌建设工作给予肯定性批示 13 条。2019

年以来，吉林大米品牌连续三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第一名。

2020 年，吉林大米品牌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 

  同时舒兰大米、梅河大米等区域品牌也随着吉林粮食品牌的强势推进，市

场影响力不断提升。舒兰市被授予“中国生态稻米之乡”美誉，2021 年舒兰大

米登上“雪龙号”，成为南极科考队三餐主食。梅河口市被授予“中国皇粮御

米之乡”美誉，2021 年梅河口市创建了吉林省唯一的大米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国家级示范区。 

  在省农业农村厅的指导下，梅河大米、榆树大米被中国农交会授予“中国

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舒兰大米、九台贡米、榆树大米等 11 个区域

公用品牌入选全国 300 个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名录。 

  三、“吉林大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下步工作 

  区域公用品牌打造是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打造“吉林大米”品牌建设工

作中的重点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借助“吉林大米”在行业内取得的品牌影响和

平台优势，结合省内 17 个市县已取得的大米地理标志品牌和地理证明商标，7

个市县荣获的水稻“特色之乡”称号，着力提升各具优势的区域品牌和企业品

牌（如：舒兰大米、查干湖大米），创建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三

位一体”产业格局，形成省域内水稻产业的璀璨“明珠”。在此基础上，以

“吉林大米”为主线，将各地的“明珠”串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项链。 

  结合代表提议，具体方案如下： 

  1.聚焦消费升级和营养健康需求，加快构建吉林大米品质评价和检测标

准，鼓励相关协会和企业制定高于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的大米团体标准和企业

标准。 

  2.鼓励省内 7 个水稻“特色之乡”和 17 个大米地理标志品牌、地理证明商

标市县政府，依托当地行业协会或龙头企业，整合水稻生产、区域文化、加工

销售资源，打造一批地域特色突出、产品特性鲜明的区域品牌。如：以火山岩

为题材的柳河大米、以黑土有机为题材的舒兰大米、以苏打土为题材的白城大

米、以朝鲜族农耕文化为题材的延边大米等。 

  3.针对我省水稻品种存在的育种技术落后、香型和长粒型水稻品种少、优

质品种抗病性较差等问题，进行长期系统研究，争取在育种上突破，育成更优



质更安全更高产的水稻品种，支撑我省水稻产业提质增效，为吉林大米品牌建

设提供强力科技支撑。 

  4.鼓励企业依托自有基地，拓展“吉田认购”业务，以基地种植和稻作文

化为基础，引导企业将“吉田认购”同乡村旅游、康养度假、餐饮美食等产业

共同推进、融合发展，把产品资源、产地资源有机整合，并附之以专属服务，
实现产品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叠加，产生“1+1>2”的效果。 

  5.利用好省农业农村厅搭建的农产品产销大数据平台，通过对吉林大米在

国内市场的产销数据统计分析，探索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的模式和路径，提升
产销对接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6.组织省内大米企业参加中国品牌日、716 主题日、福建粮洽会、中国企

业家博鳌论坛等活动，借助省农业农村厅“吉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宣传推介活

动，如长春农博会、全国百户企业进吉林等，共同推动“吉林大米”品牌溢价

提升。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2 年 5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