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化的育秧及仓储中心

周刊

“一粒大米”，见证乡村振兴发展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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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禾九谷开心农场创始人杜军旗

12 月 7 日，2023 年第四届国际米食味

品鉴大会中国赛区的颁奖典礼在杭州余杭举

行， 東禾九谷选送的大米米样凭着仪器检测

食味值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的成绩， 在全国

众多优质大米同台竞技中脱颖而出， 而在专

家现场评鉴中同样获得众多专家的一致好

评， 在公开投票中取得了第二和第三的好成

绩， 最终获得本届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中国

赛区皇冠综合组金奖荣誉。

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是全球大米领域的

最高评定赛事，被誉为“大米界的奥运会”。 迄

今为止，大会已成功举办 25 年。 每年全球有

超过 5700 款大米样品参赛，2020 年开始引

入中国，开始举办中国赛区总决赛。 大赛旨在

对标国际标准，通过开展米食味品鉴大赛，为

各地大米生产者提供竞技和展示的舞台，挖

掘中国优质高端大米产品和品牌， 促进中国

大米产业的高水平种植、加工和生产交流。 大

赛完全按照“国际米食味大会大赛”的公开、

公平、公正比赛原则，通过先进的食味计和粒

度仪对大米进行检测，及 30 名专家现场品鉴

票选，对大米品质进行评价品鉴，最终决出获

奖产品。 整个大赛现场过程公开，并通过媒体

和网络进行了全程直播和现场监督。

作为崇明区现代农业发展的代表， 東禾

九谷在推进农业现代化、 提升产品质量和品

牌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从一粒米的种

植、加工到品牌的塑造，见证了乡村振兴发展

的新面貌。

投身“新农业”

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 是中国农民的

真实写照，依靠手工劳作和简陋工具，依赖自

然条件，也无法有效抵御自然灾害，缺少先进

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方法， 农业长期处于相对

落后的发展阶段， 农民也难以获得较好的经

济效益。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业面

临着重大的转型挑战， 同时土壤退化和食品

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以

及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加。 更为严峻

的是，老一辈农民的逐渐退场，年轻一代对农

业生产的兴趣下降， 农业领域面临“人才断

层” 的危机。 在社会环境和科技进步的背景

下， 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和技术模式难以满

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升级。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

素流动。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

如今，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中国农业

展现出崭新的发展面貌。

2012 年元旦，已在上海商界取得成绩的

杜军旗重返故乡浙江东阳， 看到荒废的土地

和人口空心化的农村，心生感慨，开始了投身

农业的想法。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去日本友

人家帮忙收割水稻，友人告诉他，12 亩地，每

年的播种和收割的农事工作他只需 4 次，每

次花一天的时间， 其余的农事由当地农协负

责， 收割后的稻谷还可以与农协交换新鲜大

米。 这些让他深受启发，对农业产生了新的认

识。 同年 9月，杜军旗在上海崇明创办了東禾

九谷开心农场， 旨在融合农业生产和家庭互

动，提供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享受农耕乐

趣，分享农业之美。 他坚信，未来农业的发展

离不开高质量和现代化， 需要专业技术人才

的支持，只有真正自身产业兴旺了，才能吸引

更多年轻人奔赴这个“又老又新”的现代化农

业产业。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

伴随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

崇明区大力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東禾九谷

迎来了发展机遇，成为首家获得上海市人民政

府专项规划批准的开心农场，乡村酒店项目被

确定为上海首个乡村振兴“点状供地”项目，借

助崇明“花博会”实现市场推广，“育秧基地”和

“烘干中心”也得到了政府专项支持。

种好“一粒米”

拥有优越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崇明岛，独

特的环境和土地优势， 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

理想的环境。 作为上海最大的农村地区，崇明

承担着为上海这座大都市提供农产品的重要

责任，被誉为上海的“菜篮子”。

“民以食为天”，一粒大米，承载着家乡的

味道，也蕴含着责任与使命。

在崇明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 東禾九谷

秉承着“种好一粒米”的信念开始了水稻种植

之路，一开始选用的是上海农科院 2010 年世

博会上展出的优质水稻品种“早玉香粳”，这

个大米品种，米质优、口感好、营养佳、香味

浓，深受城市居民欢迎。

种好一粒米， 不仅仅是对艰辛农业劳作

和低效劳动收益的挑战， 更有对传统农耕作

业的现代化演绎需求。 東禾九谷在稻米产业

的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提出了

从单纯种植稻谷到种出好大米的战略转变，

确立“种生态好大米”的产业方向，规划相应

的企业标准， 其中把生态发展作为了“种好

米”的根本要求，并且以生态优先的理念来引

进和建设育秧基地、烘干中心、低温粮仓、大

米工厂、大米馆等设施、设备，多年来一直坚

持的有机种植和生产、 全面维护农田土壤生

态和安全。 正是有了生态种植的基底，才有了

健康和美味的保障。

東禾九谷育秧基地和烘干仓储中心运用

了一系列现代农业技术， 以提升水稻生产的

效率和质量。 在育秧基地，应用了包括自动种

子预处理系统、自动温汤消毒系统、自动控温

浸种系统和自动播种系统等现代化设备。 这

些设备的应用确保了种子的活力和纯度，提

高了发芽率和播种效率， 促进了秧苗均匀健

康的成长。

在烘干仓储中心， 装备了包括自动初清

系统、 低温烘干机、 脉冲除尘系统等先进设

备， 实现了稻谷的低温高质量烘干和保鲜低

温储存， 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稻谷的新鲜度和

营养价值。

東禾九谷大米工厂配备了日本佐竹全套

稻米加工生产线， 实现了从糙米加工到精米

加工的全流程自动化。 工厂内部署了多种高

效设备，包括去砻谷及谷糙分离一体机、厚度

分级机、色选机等，通过三次色选三次分级，

以确保每一步加工的精确度， 生产出的每一

粒大米都是精品。

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引入， 及对稻米种植

和加工的标准化、科技化、数字化、产业化研

究，大大提高了稻米的品质，为消费者提供了

更高品质的大米产品。

深挖“米文化”

東禾九谷基于传统农耕文化之上， 引入

现代社会的元素，如生态理念、科技创新、高

品质生活，以此来丰富和传承中华稻作文化。

同时，围绕产业深度融合，深挖“米文化”价

值，加强与文旅产业的结合，为农业、文化、旅

游的融合开创新的市场和消费需求。 杜军旗

表示：“東禾九谷模式是以高科技农业为基

础，通过第二产业式的生产，提供第三产业式

的服务，创造第四产业化的价值。 ”

在杜军旗的引导下， 東禾九谷将稻米生

产的每一个环节化作一场可见的展演。 从精

心的选种到呵护每一株稻苗的成长， 从黄金

波浪般的稻浪中收割的喜悦到仓储和包装的

精细操作，每一步都在讲述着稻米的故事，让

游客亲历大米从田间到餐桌的奇妙旅程，深

化他们对稻米及其文化的理解。

在实际操作层面， 東禾九谷通过建立稻

米文化园、组织互动体验活动、打造以米文化

为主题的乡村酒店等举措，举办节庆庆典、烹

饪课程和艺术展览等一系列创新活动， 使大

米成为连接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桥梁，提

升消费者的体验。

在这里， 大米馆不只是展示稻米历史的

场所，它还提供互动体验空间，让游客亲身参

与插秧、收割等农耕活动，体验农业的乐趣和

辛劳。 而悦泊鄉乡村酒店作为上海市首个乡

村点状供地落地主体，以米文化为核心，由中

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等设计师联手设计，

将稻田景观和邻水风光有机融合，中西合璧，

轻奢舒适。 作为多产融合新模式的配套服务，

共配有 122间客房，另有宴会厅、室内恒温泳

池、健身房等配套设施，为乡村旅游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更好的设施基础。 这种深度融

合的做法不仅提升了大米的文化价值， 也为

文旅产业注入了新活力。

東禾九谷在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上下足

了功夫，运用现代营销手段，向公众透明展示

稻米的种植、收割和加工过程，更是创办了土

窑烤红薯、稻草时装秀、米宝泥塑、DIY 崇明

糕等一系列富有创意的活动， 增强了消费者

与农场的情感纽带。

延伸“米产业”

東禾九谷围绕“米产业”的持续发展与深

化， 思考着上海乡村的未来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 而这个未来的画面正是指引着東禾

九谷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产品方面， 東禾九谷正致力于打造一

个完善的“好大米”产供销质量保证体系，不

仅涵盖了大米的生产环节， 还包括了严格的

质量检测、 高效的物流配送和精准的市场定

位，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美味、可靠的大米，同

时为社会大众带来更多的健康和幸福。 東禾

九谷的稻米系列产品，荣获“上海礼物”品牌

商品、2023 年中国第四届国际米食味品鉴大

会中国赛区食味值第一名等诸多荣誉。

同时，東禾九谷历经十余年建设，建成了

稻米全产业链生产设施和作业模式， 并积累

了丰富且务实有效的农艺经验， 将计划建设

区域性综合生产服务平台， 推动农业生产的

社会化服务。 凭借其完备的智能化田间管理

机械设备和丰富的农艺经验， 東禾九谷将提

供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服务，促

进农业节本增效、提质增效、营销增效，进一

步推动崇明区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化。

此外， 随着崇明区委区政府提出更高起

点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切实找到实现生

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要更好实现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 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崇明样板。 東禾九谷提出了建设国际研学营

地的新发展方向， 充分利用其完整的稻米产

业链和自然资源， 如有机种植基地和大米工

厂等， 为大中小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校外劳动

教育，将劳动教育、营地教育与文旅、教育行

业紧密结合， 促进崇明地区文旅和教育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

東禾九谷通过不断提升的生产技术和生

产设备，吸引着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发展，

为满足未来更好的生产组织形式培养着一代

新农人，目前，在其组织架构中，从事农业行

业的高学历人才逐步提升， 其中本科及以上

学历人员占比已超过 35%，而带动崇明本地

回乡人员也达到了 60%以上。

在東禾九谷的未来规划中， 一个清晰的

愿景跃然纸上： 从一粒大米的精心培育到为

社会提供优质的农产品， 再到推动乡村振兴

和现代农业的全面发展， 持续探索并践行乡

村振兴一二三年产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以打造“生态、生活、生命”的三生农场为目

标，以稻米产业为基石、米文化为主线，结合

农事体验、主题运动、度假休闲、养生乐居，立

志打造一个宜产、宜学、宜居、宜养的现代化

生态田园乡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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