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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 72 号委员（刘文丰）提
案的答复 

吉粮科〔2022〕40号 

刘文丰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发展鲜食玉米产业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鲜食玉米产业化尚未形成、标准化程度和产品附加值低，缺乏有

效监管引导、农企对接，和销售渠道有待拓宽的问题，针对性强、有深度、有

思考。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省粮食事业的支持，对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的关心。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有关的政策措

施，各部门密切配合，大力发展鲜食玉米产业，补短板、强弱项，主要开展了

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质量标准、打造黄金名片、拓宽营销渠道、强化科技服

务、建设产业集群等工作。 

  一、优化品种结构，筑牢发展根基 

  （一）实行玉米生产者补贴。近年来，我省按照国家部署，立足于玉米供
需偏紧的现状，持续实行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保障优势产区农民种植玉米收

益基本稳定，调动农民种植玉米积极性，促进种植业结构调整。2021 年玉米种

植面积达到 6601.8 万亩，比 2017 年增加了 355.8 万亩，增幅达到 5.7%。同时

允许调剂不超过 10%的补贴资金用于种植结构调整，可因地制宜用于黑土地保

护、优良品种和技术推广、品牌营销及市场化收购等方面，促进玉米和大豆生

产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积极选育推广专用玉米品种。依托丰富的种质资源和技术优势，近

几年，吉林省培育了绿育黄粘早 1 号、绿糯 619、吉农糯 111 号等优良品种，

市场表现良好。近三年审定鲜食糯玉米品种 19 个、鲜食甜玉米品种 3个、加工

型糯玉米品种 11 个、青贮玉米品种 3 个、爆裂玉米品种 4个，推动玉米生产由

普通量产型向专用型转变。 



  （三）建设鲜食玉米品种试验示范基地。连续三年在公主岭市建设吉林省

中高端鲜食玉米品种试验示范基地，优选省内外近 600 个品种错峰种植，评审

筛选出 51个高产优质的鲜食玉米加工品种公布推广，持续优化吉林鲜食玉米品

种结构，改善和提高产品品质，为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筑牢根基。 

  二、提升质量标准，打造黄金名片 

  （一）制定鲜食玉米全产业链标准。制定出台吉林鲜食玉米全产业链标

准，对鲜食玉米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进行了高标准规范，加强标准宣贯，发挥

引领作用，促进鲜食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打造吉林鲜食玉米“黄金名片”。融合“吉林大米”品牌建设经

验，利用多媒体传播，在央视、央广、吉林卫视等主流媒体及主销区地铁投放

广告，利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开展宣传，扩大吉林鲜食玉米品牌知名

度。评选公布了 22 款优质品牌鲜食玉米产品，颁发“吉林鲜食玉米”品牌标识

使用授权证书，维护好、发展好吉林鲜食玉米品牌形象和市场信誉。吉林鲜食

玉米“黄金名片”逐渐打响，四平市、公主岭市分别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

为“中国优质玉米之都”和“中国玉米之乡”，桦甸市被中国烹饪协会命名为

“中国甜糯玉米美食之乡”，“乾安黄玉米”被认证为区域地理标志产品。吉

林鲜食玉米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东北农嫂、德乐圆、陆路雪、年香玉、

奥禾、佳亿、禾合美等产品品牌市场影响逐步提升。 

  （三）拓宽鲜食玉米营销渠道。借助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成都糖酒会等平

台，以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成都等城市为重点，组织近 20 场推介活动，

推动吉林鲜食玉米在主销区落地生根。连续两年召开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大

会，为鲜食玉米企业免费直播带货，展示推介优质鲜食玉米产品，吸引来自全

国各地的经销商和企业家来我省考察洽谈、产销对接，引导公众消费，引领市

场拓展，带动吉林鲜食玉米市场占有率和溢价能力提升，构建省内省外互联、

直营分销互补、线上线下互通的吉林鲜食玉米销售体系。 

  三、整合企业资源，强化科技赋能 

  （一）成立分会、专家委员会、产业联盟。成立了由 82 户企业组成的吉林

粮食行业协会鲜食玉米分会，由育种、种植、加工、营销等方面 22 位专家组成

的吉林鲜食玉米专家技术委员会，以及 17 户龙头企业组成的吉林鲜食玉米产业

联盟，整合企业资源，优化多方力量，同举一杆旗，同打一张牌，为鲜食玉米

产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撑。同时，成立标准化专家工作站，及时整理
反馈企业的技术问题和需求，推广标准化种植，提高产品质量。 

  （二）提供鲜食玉米科企对接服务。先后举办 5 场科企对接服务会及企业

技术培训会，特邀专家针对行业形势和鲜食玉米种植、植保、采收、生产加

工、储存、销售、研发等方面作专题报告，搭建企业与吉林农大、省农科院等

科研院校交流合作平台，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提升技术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和行业健康发展。仅今年就为 105 户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对接了 18 个鲜食玉米



品种、2 项植保技术、4个科技服务平台和 5 大类科技服务项目，解决了 14 个

生产技术问题。 

  四、建设产业集群，促进全链发展 

  按照省委省政府“做强做优做大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着力打造玉米
水稻、杂粮杂豆等十大产业集群”的总体部署，我局认真规划、研究推进，印

发《吉林省鲜食玉米产业集群发展规划（2021-2025）》，制定年度推进工作方

案。力争到“十四五”末，全省鲜食玉米产量增加到 30 亿穗以上，产值达到

60亿元，实现吉林鲜食玉米品牌领跑全国。以中西部的长春、吉林、四平、松
原、白城、辽源地区和东部的梅河口市为核心区域，通过培育龙头企业、突出

品牌引领、强化科技驱动、加强质量管理等措施，大力发展鲜食玉米玉米产业

集群，重点跟进农嫂品种品质品牌提升、陆路雪年加工 1亿穗鲜食玉米等纳入

省政府重点项目的产业提升项目，帮助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促进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通过产业集群建设，2021 年，全省鲜食玉米加工量 13 亿斤，同比增

长 18.2%，工业总产值 32 亿元，同比增长 68.4%，比 2019 年翻了一番。已经有

10户企业产值超过 5000 万元，鲜食玉米产品远销 16 个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地

力和投入水平下，农民种植鲜食玉米的纯收益可稳定在普通玉米的 1.5 倍以

上，收获期后加工高峰期还能进入鲜食玉米企业就业，实现双向增收。我省鲜

食玉米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五、鲜食玉米机械化生产机具情况 

  针对您提出的“加大农业机械应用推广”的建议，我们调研得知：现有玉

米播种、秸秆处理机械基本可以满足生产需要。受鲜食玉米籽粒与茎秆含水率

高等因素影响，对收获机械质量要求相对较高，我省鲜食玉米仍以人工收获为

主。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已实现鲜食玉米生产机械化，收获机械趋于成熟，可达

到一次完成摘穗、输送、清选、集料与卸料，更换割台可用于辣椒、豆类、叶

类蔬菜等不同作物的收获，但价格昂贵。国内山东、黑龙江两省两家企业生产

的四款鲜食玉米收获机已通过专项鉴定，但均未到量产阶段。我省玉米收获机

生产企业已尝试在原有玉米收获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以适应鲜食玉米收获要

求，目前还需进一步试验改进，减少收获损失率。 

  六、下步工作安排 

  针对您的建议，我们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鲜食玉米品牌建设加快

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和打造十大产业集群的工作部署，以品牌
建设为引领，以产业扶持为撬动，以质量标准为保障，突出品种选育和产品遴

选两大重点，坚持中高端定位，建设产业体系、质量体系和营销体系三大体

系，实施精益化、标准化、智能化、规范化四化建设，推动优粮优产、优粮优

购、优粮优储、优粮优加、优粮优销五优联动，完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条，推

动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层次发展，以产业振兴助推

乡村振兴。 



  （一）加大政策扶持。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扶持一批龙头企业，支持

在基地建设、新产品研发、低温冷藏库改造、生产工艺升级、机械装备提升、

质量追溯体系建设、销售渠道拓展、品牌宣传推介等方面开展项目建设，引导

种植结构调整，增加绿色优质鲜食玉米产品供给，实现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 

  （二）持续打造品牌。擦亮叫响吉林鲜食玉米“黄金名片”，着力构建

“核心品牌+区域品牌+企业品牌”格局。重点在京、沪、浙、闽等地组织品牌

宣传推介活动，加强产销对接，占领主销区市场，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强化质量监管。加快新品种选育引进和示范推广，强化鲜食玉米品

牌认证、标准执行及质量检测，带动全省鲜食玉米产品提质增效扩量。建立中

化先正达与鲜食玉米产业联盟长效合作关系，借助 MAP beSide 品控溯源实施标

准化生产，把控产品质量，助力品牌和产业发展。 

  （四）延长产业链条。组织产学研对接，加快鲜食玉米适用技术的集成研

发配套与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逐步实现鲜食玉米全产业链的标准化、自动

化、智能化。加大鲜食玉米产品更新换代投入，推动玉米方便食品、保健食品

开发，使之成为产业新的增长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玉米芯、玉米须、

玉米秸秆的利用率，增加种植鲜食玉米的综合效益。 

  （五）促进一二三产融合。积极发展以鲜食玉米为特色的乡村旅游，在四

平打造玉米产业主题街区项目，打造集产品销售、餐饮娱乐、文创展示、金融

服务、旅游体验等多功能的综合性商业平台，带动一二三产业提速增效。 

  再次感谢您对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的关注与支持，并希望您继续对我省粮食

事业多提宝贵意见。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2 年 6 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