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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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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国内的经济日益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日益

提升，食品问题成为当下的一个热点话题。我国作为一

个粮食大国，需要在开展农业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

创新农业技术，以此来提高农作物的种植技术，进而提

升产量。广西钦北区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在当地土壤

当中硒的含量较为丰富，特别适合进行富硒大米种植工

作的开展，并且钦北区是传统的老农业区，当地主要的

粮食作物是水稻，因此要在钦北区设立富硒大米种植示

范区，这样不仅能够凭借着当地土壤优势实现增产，还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富硒大米示范种植提升相关种植

人员的经济效益。

一、制定富硒大米栽培技术规程

为了能够使富硒大米在进行种植过程当中朝着规模

化和产业化的方向发展，钦北区的相关部门要根据当地

的实际情况、水稻种植过程当中的主要特性、土壤当中

硒的含量，以及以往在进行相关实验过程当中所得到的

实验结果，积极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来对富硒大米种植技

术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不断的探究、审核，并且征求

各方的意见，最终制定相应的栽培技术规程，并将此栽

培技术规程作为日后富硒大米种植过程当中的依据，然

后对内部的工作人员开展相应的培训工作，提高整体工

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并且确保所制定的技术规程要内容

上充实、全面，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在具体种植的过程

当中方法相对简单，当给农民进行讲解时能够在最短的

时间内掌握这种种植技术。在富硒大米栽培种植的过程

当中制定相应的技术规程，能够为该地区富硒大米产业

的发展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二、建立种植示范基地

首先要对钦北区土壤中硒的含量进行详细的调查，

然后将整个钦北区土壤中硒的含量相对较高的地区进行

划分，并且选择那些在大米种植上相对积极的农民所在

的区域成立富硒大米种植技术示范基地。到目前为止在

钦北区已经有 3个乡镇，大约 6个村都已经设立了占地

面积大约几千亩的富硒大米种植技术示范基地，富硒大

米种植面积高达上万亩左右，之后通过富硒大米种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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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示范基地的设立能够实现“由点到面”的辐射作用，

便于在日后开展相关的种植栽培技术的培训和指导工

作，进而加快富硒稻米栽培技术的推广。

三、强化技术培训和宣传报道

为了加强富硒大米种植栽培技术的推广，该地区在

原有种植技术项目的经费方面与其他相关水稻种植工作

来共同开展，这样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的整合资金。在进

行富硒大米种植栽培的过程当中要注重测土配方施肥项

目、提升耕地质量项目、水稻的高产高效项目、大米优

良品种筛选项目的开展。除此之外，还要加大富硒水稻

种植技术的宣传工作，在开展宣传工作时，要对示范基

地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这样能够让相关种

植人员以及该地区的广大农民能够提高富硒大米种植技

术的认知程度，以便日后能更好地开展相关富硒大米的

种植推广工作。在开展项目的初期，相关部门制定了责

任制度，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积极开展相关的监查工作，

并且由上级主管部门亲自进行负责，根据富硒大米种植

栽培的过程当中的实际情况来灵活地运用相关的技术以

及加大检查工作的开展力度。在所开展的工作当中所有

人员都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各谋其职。与此同时，还设

定了相应的奖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全体人员的

工作热情，也能够确保整个项目能够有序地开展。从最

近这几年所开展的种植技术的培训班来看，不管是相关

的技术性人员还是农民群众都积极踊跃地进行报名，在

技术的咨询量也在逐年提升，在此期间还成立了多个富

硒大米种植技术示范基地，并且在当地相关媒体和杂志

上刊登了有关富硒大米种植技术的相关文章，以此来提

升富硒大米种植技术的宣传，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取得

了不错的反响，对当地富硒大米种植技术的推广起到一

定的促进作用。

四、创新富硒大米栽培技术推广应用模式

与钦北进行水稻种植过程当中要灵活运用大米栽培

技术。在富硒大米种植过程当中相关种植部门要确保土

壤的质量，测土配方施肥等项目有序地开展，并且对当

地种植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然后创新技术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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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与当地相关农业部门、企业、合作社进行紧密的沟

通与协商，共同推进和发展富硒大米产业。

第一，与当地水稻相关种植要求进行紧密的结合，

进而科学、高效地进行富硒大米种植栽培技术的推广，

在 2016 年钦北区在当地相关部门所制定的有关富硒大

米的种植要求下富硒大米的种植示范面积高达 20万

亩，与此同时还充分做好了周边的辐射工作，在种植面

积上是原来的 2倍以上，在核心区富硒大米的种植面积

也有 1万亩左右。钦北区的相关部门加强富硒大米种植

栽培技术的探究，并且在富硒大米种植示范区当中积极

地开展和推广富硒大米产业。

第二，与当地耕地项目进行紧密的结合。为了能够

确保富硒大米种植过程当中的安全性，提升富硒大米的

整体品质，在种植栽培的过程当中要确保耕地质量，有

效开展相关的富硒大米种植区域当中的土壤施肥加工，

让该区域的农民大力种植绿肥。钦北区相关部门在进行

耕地质量提升项目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富硒大米种植栽培

推广工作，并且通过富硒大米种植对周边进行辐射，带

动周边进行富硒大米种植面积高达将近 10万亩。

第三，与当地的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进行紧密的结

合。对于钦北区自从 2015 年以来就是在测土配方施肥

项目上享受到补贴与津贴的地区，通过免费为相关的农

民讲解和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让当地的农民转变了

现有的施肥方式，与此同时在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当中

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的工作效率，提高自身的

经济收益。钦北区的相关部门通过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作

为依托，在该区域内部的各个乡镇极力地开展富硒大米

种植技术的相关宣讲知识以及技术层面的培训工作，当

地农民也积极参与到其中来进行技术性的咨询和接受种

植栽培技术的培训。通过与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进行有效

的结合能够实现种植栽培技术的推广，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第四，联合相关企业加大富硒大米的生产，钦北区

相关部门与当地农业企业进行紧密的沟通与联系，在该

区域内共同地创立富硒大米生产示范基地，并且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自 2015 年以来，钦北区已有超过数十家

的农业生产企业。参与到其中。钦北区的相关部门也在

日常工作当中积极地与各个农业生产企业加强联系，针

对农业企业的实际情况、未来的发展方向给相关的技术

人员讲解富硒大米的种植技术，了解上级部门所制定的

有关富硒产业的具体政策和未来市场走向等，积极组织

相关人员参与到富硒产业种植技术的培训当中，通过与

当地的合作社进行紧密的沟通与联系，使得当地的合作

社都积极地参与到富硒大米生产种植示范基地的建设过

程中。为了能够提高相关企业和合作社在富硒大米种植

过程当中的积极性，钦北区的相关部门还帮助当地农业

企业和合作社来申请富硒产业的认证标识，积极地帮助

当地的企业和合作社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专项的扶持资

金。在富硒大米种植技术推广的两年当中，钦北区相关

部门已经和当地的多家合作社进行合作，并且获得专项

的补贴资金几百万元以上，更是有超过十多家的企业和

合作社都纷纷地获得了产品的相关认证。通过这样的方

式使当地相关部门和合作社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加

速了当地富硒大米产业的发展。

五、项目的主要创新点

通过对主栽水稻品种稻米质量进行相应的测试，进

而明确了要想提高富硒稻米的整体质量，需要在进行

水稻栽培和种植的过程当中适当的施入硒肥。通过将含

有硼、锰、铜、硒的肥料进行混合然后均匀的喷洒，能

够大大提升富硒稻米的品质，这和硒肥相比效果更为显

著，因此开展富硒稻米整体质量试验更具有创新性。

通过对富硒稻米的栽培技术进行深入的探究，能够

为后续的富硒稻米产业的规范化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支

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能够起到资源整合的作用，结合当地相关规章管理

条例、增强整体的耕地质量、合理施肥等具体的项目，

并且与当地相关组织、合作社加强种植，提高富硒稻米

的加工力度，在栽培和推广的模式上加大创新，进而促

进富硒稻米产业的整体发展。

六、未来发展前景及其设想

（一）未来发展前景

1.富硒大米的食疗价值、营养价值高，消费市场需

求量旺盛。硒自身具有一定的抗癌性，经过相关专家以

及学者的长期实验得出，硒具有很大的功效，能够提高

身体免疫力，使致癌物的新陈代谢方向发生转变，切

断给肿瘤输送营养的源头，消除、预防肿瘤的功效。而

且，硒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是人体维系正常生活所具

备的营养元素。在人体内的各个器官和组织都有硒元

素，与水分、维生素一样，每天都应该摄入。相关专业

曾经建议：人从食物中来获取硒元素，这样才能够促

进体内的硒平衡，防止疾病的发生。在 20世纪八十年

代，国内相关部门就将硒列为每日必需所摄入的一种营

养物质，应该在每天摄入的维生素和蛋白质那样，一个

成人一天的摄入量最低不能低于 50mg。目前，随着老

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饮食健康。由

于富硒大米具有很好的抗癌功能，因此，富硒大米更容

易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在餐桌上的出现率将大大增加。

人们对富硒大米的消费欲望提升，无疑增强了富硒大米

的市场潜力，为富硒大米的种植可行性提供了消费市场

基础，其种植推广前景一片明朗。

2.富硒大米属于绿色、无公害、有机的农产品，市

场政策优势明显。富硒大米具有抗衰老功效，被人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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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长寿元素”，据研究表明，人体中蛋白质和酶的

主要成分是硒，这是形成抗氧化酶所需的关键性成分，

人体内的遗传物质、蛋白质的合成，硒都有所参与，也

被相关的生物学专家称之为“第 21种氨基酸”，也能对

人体内甲状腺激素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还有助于提高

人自身的免疫功能。与此同时，硒还具有一定的抗氧化

作用，避免体内的细胞膜出现氧化破坏，延长寿命。并

且，硒还能够进行解毒，能够给人体内的重金属进行解

毒。当人体内的铅、汞等重金属元素在与硒进行结合之

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生成复合物，然后通过人体排

出体外，对人体能够起到一定的“解毒”作用。当前，

我国鼓励开发绿色、无公害、有机，特别是有利于人类

健康、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功能性农产品。2018 年以

来，我国江苏、河南、山东、黑龙江等地颁布了一系列

利好政策，通过特色农产品种植资金、种植技术扶持的

方式，鼓励农民种植绿色、无公害、有机的农产品。由

于富硒大米具备着非常明显的抗衰老功效，已经被人们

视为重要的特色农作物之一。因此，在这一形势下大力

种植富硒大米，不仅能够得到市场支持，更能够得到政

策扶持、资金扶持与技术支持，种植投入价值高。

3.富硒大米用途广泛、种植方式简单、种植回报

大。首先，富硒大米用途极为广泛，除了用作普通家庭

每日必吃的主食外，还可以被加工为农副产品，如：富

硒米糕、富硒米饼、富硒米线、富硒米皮、富硒米粉等

等。而且，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富硒大米的价格比

一般大米的价格相对较高，现阶段已经成为一种高档食

品，从目前市场的整体表现来看，在市场有广阔的发展

空间，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这就为富硒大米的种植

推广提供了可行性空间。其次，富硒大米在海内有至少

30年的种植历史，国外发达国家的种植历史更为悠久，

种植实践表明，富硒大米的种植方式相对简单，具有很

强的可操作性，在富硒大米进行种植的过程当中灵活地

运用富硒种植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大米的产

量，还能有效提升此类大米品种的优势，增加大米中各

种营养价值。最后，富硒大米的种植适应性极强，像我

国江苏、福建、黑龙江、云南等地均可种植，且种植过

程中投入成本较低，只需要按照正常种植管理流程对水

稻施药、除草，就可以达到较好的种植收益。因此，富

硒大米的种植成本低，回报大，显现出很好的前景。

（二）未来发展设想

1.争取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积极主动向政府相关

汇报，争取将富硒大米出产集成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纳

入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内容，争取项目扶持资金，除开

展富硒大米成熟技术外，继承进行富硒大米精深加工技

术研究，开发出富硒农产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2.建立健全富硒大米检测检修体系。为了保证富硒

大米质量，逐步实现富硒大米市场准入和产地准出，我

们将竭力争取相关部分支持，尽快建立健全富硒大米质

量检测检修体系，对富硒大米建立档案，并适时监控富

硒大米畅通流畅的各个环节，做到达不到富硒标准的产

品不准进入市场、不准使用商标，确保富硒大米质量、

保证消费者正当权益，促进富硒农业健康发展。

3.加快新的富硒大米种植技术研发与推广。与国外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富硒大米种植虽然已经有了至少 30

多年的历史，在富硒大米的种植技术、品种上仍然有着

很大进步空间。目前，国际农业技术发展趋势已经表

明，加快优质农产品品种的结合，开展农产品新种植技

术研究推广，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本

文建议我国今后加快新的富硒大米品种研究，侧重于优

良富硒大米品种的结合上，研究出新的复合型品种，同

时推出配套的种植新工艺。

七、结束语

由此可见，水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钦北

区应该利用当地的土壤优势加大富硒大米种植栽培技术

与推广，这样能够给当地相关种植人员以及企业带来一

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针对钦

北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天气、土壤等特点，在进行种植栽

培的过程中制定相关的规程，加大宣传力度等措施，这

样才能提升富硒大米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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