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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大米品牌跃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

知 

吉粮米联规〔2022〕61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发改委、省工

信厅、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吉林银保监局、省农科院，吉

林农业大学、吉林工商学院： 

  为加快推动吉林大米品牌建设，实现品牌价值显著提升，稻米产业跨越发
展，按照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省粮食和储备局会同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

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市场监管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部门共同起草

了《吉林大米品牌跃升工程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要求，结

合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区、本部门具体措施和实施步骤，并抓好落实。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商务厅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吉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9 月 15 日   

   

   



吉林大米品牌跃升工程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动吉林大米品牌建设，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整体跃升，特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作出“粮食也要打出品牌”的重要指示精

神，聚焦高质量发展，对标高端品牌，从优良品种推广、知名企业培养、营销

渠道拓展、产品品牌区域品牌公共品牌一体培育等环节入手，充分挖掘吉林大

米品种、品质、品牌潜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实现吉林
大米品牌价值显著提升，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目标 

  到 2030 年，吉林大米品牌体系、产业体系、标准体系、质量体系、营销体

系趋于完善，品牌影响力和溢价能力显著提升。吉林大米成为行业领军品牌，

并带动旗下 5个以上区域品牌（企业品牌）成为国内高端农业品牌。全省中高

端大米销量达到 50 亿斤，占总量的 50%，其中：“头部”品牌大米销量达到

1000 万斤，单位最高售价在国内市场名列前茅。企业自有水稻种植基地达到

600 万亩，带动当地水稻平均收购价提高 10%以上，促进农民增收。 

  三、重点任务 

  实施吉林大米品牌创建、良种选育、龙头培养、产业融合、质量管控、渠

道开拓“六大提升行动”。 

  （一）实施优势品牌创建培育提升行动 

  1.创建区域品牌。强化生态理念，充分发挥我省拥有国家命名七大“水稻

特色之乡”资源优势，依托当地行业组织或龙头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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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推进以绿色生态为题材的舒兰大米、以火山岩地理优势为题材的柳河大米、以
弱碱土为题材的白城大米、以贡米为题材的梅河大米、以优势品种为题材的德

惠大米、以三产融合为题材的万昌大米以及以朝鲜族农耕文化为题材的延边大

米等区域品牌的提升。（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各相关市、县级政府） 

  2.培育“头部”品牌。建立和完善吉林大米“头部”品牌创建激励机制，

设立吉林大米优秀品牌创建名录，挖掘具备“头部”品牌市场潜力的企业，并

引入具有品牌运作经验的社会资本作为主推力量，先行切入全国高端市场。整

合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源，从良种推广、基地扩产、仓储运输、产品开发、技术

改造、渠道对接、品牌宣传各个方面，支持和推动生态环境好、文化底蕴厚、

品质特征强、质量标准高、市场渠道广，核心价值相对集中的优势企业先行先

试，抢占国内大米高端品牌制高点。（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发改



委、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厅、省文旅

厅、省农科院，各市、县级政府） 

  3.壮大品牌建设团队。围绕吉林大米品牌建设，依托科研院校和专业机

构，组织水稻育种、栽培、收储、加工领域科研人员以及大米品牌策划、市场

营销专业人才，吸收行业内优秀企业家，组成品牌建设专家库，强化吉林大米
品牌跃升工程人才支撑。（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省科技厅、省农业农

村厅、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吉林工商学院） 

  4.搭建吉林大米“地标”平台。结合“7.16 粮食品牌日”，举办国际性大
米品牌高端论坛（国际大米文化节），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省内权威宣传推

介平台，推动吉林大米品牌与国际大米知名品牌接轨，并将延边州和龙市光东

村设为永久会址，根植并延续吉林大米品牌文化传承。同时，在上海“5.10 中

国品牌日”等高端平台，设立“吉林大米窗口”，全方位、高层次、多渠道宣

传吉林大米品牌。（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发改委、延边州政府） 

  （二）实施优质水稻品种选育提升行动 

  5.加强水稻良种培育。对标国际国内高端水稻品种，推动省内农业科研院

校对优质水稻种质资源收集研究，针对高端大米市场需求组织科技攻关，培育

一批具有吉林特色，优质稳产的标志性品种。（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农业

农村厅、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 

  6.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支持农业科研单位和省内水稻育种企业，通过

试验示范，遴选适合当地种植的水稻新品种，并优先推荐进入吉林大米优秀品

牌创建名录的企业试种。鼓励大米企业参与水稻新品种选育和改良，推动优良

品种商业化运作，打造独具优势的主打品种。（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

粮食和储备局、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 

  7.加强优质品种保护。推动农业育种单位对我省长年种植、品质优异、产

量稳定的优质水稻品种进行提纯复壮，建立优质水稻品种种性稳定保护体系。

（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 

  8.完善水稻品种审定标准。顺应消费市场升级新形势，完善水稻品种审定

标准，由过去注重高产稳产，向更加注重食味，产量质量并重转变，既保障农

业生产安全，又满足消费市场多元化的需求。（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三）实施龙头企业扶优扶强提升行动 

  9.扩大企业自有基地规模。鼓励企业通过土地流转、托管、订单等多种形

式，提高水稻自有基地规模和经营水平，锁定优质粮源。（责任单位：省农业

农村厅、省粮食和储备局，各市、县级政府） 

  10.加大技术改造投入。集中政策资源，对纳入“优质粮食工程”和当地

“专精特新”序列的企业予以扶持。鼓励企业围绕市场需求，开发功能型大米



及其衍生产品，做好水稻加工副产品综合利用。支持企业运用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展设施改造、设备升级等创新应用，加快提升企业低

温仓储、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综合实力。（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省

财政厅、省工信厅、省商务厅，各市、县级政府） 

  11.强化金融服务。建立吉林大米优秀企业重点扶持“白名单”，支持银行
机构对诚信好、实力强大米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并通过增加授信额度、降低信

贷保证金缴存比例等举措，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健全机制，常

态化开展由政府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大米企业参加的政银企对接活动，增进

银企之间沟通和了解，畅通企业贷款融资渠道。（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省粮食和储备局、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吉林银保监局） 

  12.发挥基金效能。充分发挥粮食信用保证基金增信担保功能，鼓励商业银

行参与基金增信业务，释放基金担保贷款规模，并向符合条件的吉林大米产业

联盟企业倾斜。（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 

  13.创新金融产品。鼓励引导金融机构结合吉林大米产购储加销各环节特

点，创新研发新型金融产品和贷款质押物形式，降低融资门槛，增加融资额

度，提高放贷效率和规模，扩大信贷投放力度。（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吉林银保监局） 

  （四）实施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升行动 

  14.创新发展新型业态。引导龙头企业和农业合作组织依托自有基地，以基

地种植和稻作文化为基础，打造集乡村旅游、康养度假、餐饮美食等产业于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放大产品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叠加效应，实现产品资源与产地

资源有机整合。（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各

市、县级政府） 

  15.促进业态产品升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可视化农业，搭建具有网上

观光、专属稻田认购、产品溯源、综合服务等功能的“吉田认购”平台，升级

服务业态和产品消费体验。（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 

  16.培育三产融合组织体系。发挥行业组织专业优势和桥梁作用，探索“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一体化合作经营组织形式，将先进的经营管理手段与传

统的生产种植相结合，形成品牌大米产购销利益共同体，促进一二三产整体推

进。（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各市、县级政府） 

  （五）实施质量标准精准管控提升行动 

  17.推动农田标准化管理。从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生产过程和产品管控

等环节入手，在省内优势水稻产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推进稻田基础设

施改造，推广保护性耕作模式，全面提升我省粮食综合产能。（责任单位：省
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厅，各市、县级政府） 



  18.打造基地“样板”。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支持大米企业在自有基地推广

“统一供种、统一耕种、统一施肥、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收获”生产模式，提

升基地综合产出效益，创建一批绿色（有机）水稻种植示范区。（责任单位：

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农业农村厅，各市、县级政府） 

  19.强化全产业链标准规范。聚焦消费升级和营养健康需求，完善吉林大米
品质检测标准和评价办法。修订完善吉林大米全产业链标准。推进吉林大米

“5T”标准应用和管理认证，规范水稻熟收、田场、烘干、收仓、储存管理，

从源头严把稻谷质量关。（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市场监管厅，各

市、县级政府） 

  20.构建大米质量溯源体系。建立完善吉林大米全程质量可追溯大数据平

台，跟踪和追溯水稻从种植到终端销售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吉林大米产品质

量和品牌形象，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省

市场监管厅、省农业农村厅） 

  21.严格吉林大米品牌认证。完善吉林大米品牌管理体系，健全品牌准入制

度，对联盟企业的基地规模、产品档次、营销绩效按不同比重进行全方位的量

化考核，规范“吉林大米”标识使用，推动吉林大米成为“吉致吉品”认证的

“领跑者”。（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市场监管厅） 

  （六）实施品牌营销渠道拓展提升行动 

  22.深耕销区市场。推动有条件的大米企业在现有营销渠道基础上，探索

“公共仓+区域品牌（企业品牌）+运营商”集成营销模式，组建“吉林大米运

营中心”，扩大产品市场占有率。（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各市、县级

政府） 

  23.升级营销理念。推进面向中高端消费群体的“品牌营销”模式，通过搭

平台、拓渠道，助推企业由传统意义上的“卖大米”向“重概念”、“拼生

态”、“赋文化”、“强服务”转变。鼓励“头部”品牌企业瞄准全国高端用

户市场，构建多维高端闭环销售渠道，提供精准差异化服务。（责任单位：省

粮食和储备局、省商务厅，各市、县级政府） 

  24.拓展营销渠道。进一步强化吉林大米电商平台建设，通过引入专业团

队，用点、线、面、体、网的互联网思维，开展线上营销，提升吉林大米在网

络端的品牌影响力。（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商务厅） 

  25.推广体验消费。实施“吉林大米进菜单、进展馆、进景区”工程，支持

大米企业与餐饮、会展、旅游机构合作，开设吉林大米餐饮体验店、展馆精品

屋、景区品鉴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吉林大米品牌宣传推介活动，增加消费者与

品牌大米近距离的体验和互动。（责任单位：省粮食和储备局、省商务厅、省

文旅厅，各市、县级政府）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吉林大米品牌跃升工程顺利实施，省政府成

立吉林大米品牌跃升工程领导小组，负责“跃升工程”的组织领导和重大问题

决策，审定工作方案和规划，组织协调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县通力合作，上下

联动，协同推进。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副省长兼任，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

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粮食和储备局，具体负责“跃升工程”的统筹、协

调、督导工作，及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 

  （二）落实责任分工。各成员单位要结合部门实际，围绕“六大提升行

动”，制定完善具体措施和实施步骤。各地要把区域品牌创建纳入政府重点工

作，多措并举，深入推进。领导小组对各地推进“跃升工程”工作进行年度考

核。 

  （三）强化政策支持。统筹使用相关强农惠农项目资金向品牌建设倾斜，

重点支持水稻基地建设、订单农业、保鲜储藏（低温恒湿）库群建设。支持吉

林大米品牌培育、宣传推广、渠道拓展、资质认证、产品溯源和质量保障体系

建设。支持品种开发、技术引进、示范推广和人员培训。 

  （四）加强规范管理。加强“吉林大米”品牌标识等知识产权保护，健全

品牌使用和退出机制，规范行业管理。加强部门协同配合，严厉打击品牌侵

权、以次充好等现象，强化危机处理应急意识，塑造品牌诚信理念，形成“创

品牌、管品牌、强品牌”的良好氛围。 

   

政策解读：图解《吉林大米品牌跃升工程实施方案》 

http://xxgk.jl.gov.cn/zsjg/jgsw_98117/xxgkmlqy/202209/t20220916_857753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