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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
关于强化盘锦北粮南运节点优势，加快

建设东北水稻集散和加工的提案
（第 35 号）的答复

翟月雷提案者：

您提出的关于强化盘锦“北粮南运”节点优势 加快建设东

北水稻集散和精深加工基地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粮食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80 万亩以

上，水稻产量稳定在 100 万吨以上，水稻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8.68%。粮食仓储、物流、贸易、加工企业由 150 家增长到 200



余家，粮食标准仓容由 100 万吨增长到 300 万吨，粮食港口吞吐

能力由 400 万吨增长到 1100 万吨，粮食加工能力由 300 万吨增长

到 870 万吨，粮油加工及生物科技产值达到 303 亿元。

（二）产业链条进一步细化。初步形成了粮食仓储物流、初

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四个产业链条。粮食仓储物流产业，

依托中储粮盘锦仓储基地承接“北粮南运”及进口粮食转运任务，

港区粮食年中转量达到 800 万吨。粮食初加工产业，全市 150 余

家大米、大豆加工企业，粮食年加工量超过 600 万吨。粮食精深

加工产业，益海嘉里稻米油和白炭黑、和田食品大米蛋白粉等不

断延伸粮食加工产业链条，提高了产品附加值。综合利用产业，

鑫海源以固废油料、皂脚为原料生产抗磨剂等产品，产出初级脂

肪酸，实现了脚料的循环利用。

（三）粮食产业项目加快建设。中储粮粮食物流、中储粮油

脂加工、汇福粮油饲料蛋白、汇福粮油油脂精炼、益海嘉里金龙

鱼系列产品深加工、丰海水稻天然硅资源综合利用等重点粮食产

业项目陆续建成投产，中储粮油脂直属库粮食仓储物流、中储粮

辽东湾直属库建仓二期、神州沃良三产融合示范园、临港经济区

粮食仓储标准厂房 4 个项目加快推进，以及和田食品大米蛋白肽

等亿元以下精深加工项目顺利实施，为粮食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

二、加快建设东北粮食储备集散中心和精深加工基地重点工作

（一）加快构建“1+2+N”全域化粮食产业空间布局。

一是以辽滨经开区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利用盘锦港和大



型粮食企业集聚优势，探索建设大宗粮食交易平台和期货实物交

割地，发展大豆规模化精深加工、功能性食品添加剂、天然工业

添加剂、生物基材料与化学品等产业，培育发展玉米等精深加工

产业。

二是以临港经济区、高升经济区作为拓展区。临港经济区利

用港区距离优势，承接中储粮盘锦储备基地进口粮食储备外溢，

延伸发展食品、医疗等粮食精深加工产业，与辽滨经开区粮食产

业一体化发展；高升经济区依托神州沃良等现有食品生产加工基

础，发展大米休闲食品、快消食品、健康饮品、调味用品等产业，

打造食品精深加工产业区。

三是稻米加工企业作为物料供给区。将榆树、平安、高升等

大米加工企业集聚的镇街作为副产品精深加工原料来源，为产业

发展提供物料支撑。

（二）加快打造“一中心、一枢纽、四链条”发展格局。

一是打造粮食仓储物流集散中心。依托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

发区物流产业园区、盘锦临港现代物流基地，以中储粮盘锦储备

基地为龙头，加快推动粮食专用泊位等项目开工，提升粮食仓储

能力和中转水平。依托盘锦港及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B 型），建

设和完善设施功能，重点发展粮食贸易产业，打造区域性进口粮

食转运中心。

二是建设“北粮南运”物流大通道重要枢纽。依托盘锦交通

区位优势，推进“哈尔滨—长春—沈阳—盘锦—南运”粮源通道



建设。推进“盘锦—京津冀地区”“盘锦—山东—中部地区”“盘

锦—长三角地区—西南地区”“盘锦—东南沿海地区”等 4 条销

粮通道建设，推进主产粮区的内陆干港建设。

三是做细稻米加工产业链。进一步实施盘锦大米品牌战略，

制定盘锦大米品牌认定和质量标准，提升盘锦大米国内知名度。

发展以碎米、米糠、稻壳等副产物为原料的精深加工产业，推动

盘锦大米加工由初级加工为主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转变。

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聚度和产能利用率，破解盘锦大

米加工企业小散低加工格局。。

四是做优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加工产业链。稳定大豆、花

生等油料作物加工产能，重点发展低温豆粕等精深加工产业，推

动中储粮油脂和汇福粮油大豆加工项目建设，适度引进大豆加工

项目。支持发展以豆粕为原料，开展低温脱溶工艺的开发，制造

功能性大豆蛋白粉和大豆功能肽等项目。

五是做实玉米加工产业链。依托“北粮南运”物流通道节点

和中储粮进口玉米配额优势，重点发展以玉米淀粉为原料的精深

加工产业，以东北玉米及进口玉米为原料，生产混合饲料或研磨

淀粉，建设玉米油加工项目，发展玉米胚芽油等精深加工产业。

六是做新衍生生物医药产业链。重点围绕水稻、大豆、玉米

及特色植物等资源，强化校企合作深度和科研成果转化进程，利

用合成生物学、代谢工程、蛋白质工程等生命科学前沿技术手段，

打造具有我市自主知识产权的微生物高效细胞工厂，实现生物质

资源向氨基酸、维生素、甾体药物中间体、营养化学品、功能性



碳水化合物等高值化资源的绿色转化。

三、保障措施

（一）实施粮食安全体系构建工程。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六大提升行动，强化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保障体系、粮食监

测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质量。

（二）实施粮食稳产优质工程。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加强高标准

农田建设及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水利项目建设，巩固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三）实施“北粮南运”物流通道配套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推进中储粮盘锦储备基地大型粮食仓储项目建设，规划建设 10 万

吨级粮食（含油脂）专用泊位、粮食运输直航航线、域内粮食铁

路专用线，提高粮食物流自动化、数字化水平和运转效率。

（四）实施贸易平台搭建工程。支持中储粮、北大荒等企业

扩大贸易规模，探索以市场化形式建立粮食产业服务中心，引进

粮食运输、外贸、金融、法律、中介等服务性机构，逐步完善港

区及周边地区配送、咨询等服务能力，打造东北地区粮食进出口

中转及贸易中心。

（五）实施品牌标准升级工程。开展绿色优质粮食产品品质

评价和推介活动，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突出

盘锦大米地理标志和品牌保护，建立“一袋一码”大米产地认证追

溯机制，实现优质优价。

（六）实施创新研发转化工程。在打造覆盖粮食生产、仓储



运输到加工贸易等各环节的智能管理系统同时，组建粮食精深加

工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中试、转化全流程深度合作。

（七）实施服务要素保障工程。扎实做好土地、人才等政策

保障，积极支持企业生产扩建、技术改造、研发投入、新产品产

业化，并依托中储粮、汇福粮油、益海嘉里等“链主”企业强化项

目招引，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最后，由衷感谢您对我市粮食产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希望

您今后对我们的工作继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联系人：李辉

联系电话：13842750112

盘锦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 年 8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