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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制所，包括大批茶叶初加工厂、
2500 座马铃薯冷链贮藏窖、2200 多
座贮藏能力 10 吨至 500 吨的果蔬冷
藏库，以及各类中型以上烘干设施
75 座。仅果蔬领域，新增保鲜和初
级加工能力25万吨左右的设施设备。

    

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
    
昌宁县正强嘎薄泡核桃专业合作

社，是当地一家收购和销售核桃初加
工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社员 160
多户。几年前，合作社建设了一个集
脱皮、烘干、小袋核桃仁加工于一体
的核桃初制所，但由于资金有限，该
初制所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生产能
耗大、核桃整体初加工能力不强，效
益并不明显。

据了解，上述情况是云南农产品
初制所目前发展的普遍现状，加工
能力和发展层次还比较低。由于初
制所受成本投入和技术因素制约，
通常建设标准低、设备陈旧、基础
薄弱、技术落后，加工主要集中在
初级冷藏、脱壳、烘干及畜禽屠宰
等环节，无法更好地为精深加工环
节提供优质原料，导致精深加工效
益流向省外。

与此同时，初制所建设投入不精
准问题也比较突出。一些地方急功近
利，将建设初制所项目投入到有基础
的企业中，造成企业重复建设，而真
正有需求的合作社和农户却得不到利
用，造成资源浪费。甚至有个别企业
利用这些设施与农户争利，赚取农产
品加工费。有的地方则不顾当地实际，
盲目跟风建设田间冷库和脱壳烘干设
施，造成初制所发展不平衡，利用率
低下。

探索发展加工服务社 
    
面对初制所存在的发展不平衡、

利用率低下等问题，云南省农科院农
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李宏认为，合理
布局、精准建设各类初制所很重要。

首先，可依托“一村一品”“一
县一业”发展政策，围绕“绿色食品
牌”涉及的重点和特色产业，将初制
所建设政策和资金向优势产区倾斜。
将涉及的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大
户作为重点扶持对象，采取统规统建、
统规自建等办法，帮助他们建设一批
集冷链贮藏、保鲜、烘干、清选分级、
产地包装于一体，设施装备条件好、
技术成熟先进、生产优质初加工农产
品的初制所。

其次，引导龙头企业提升科研和
精深加工能力，形成企业与产业、企
业与农户、企业与合作社衔接配套的
上下游产业融合发展格局。鼓励企业
通过收购优质初加工农产品，致力打
造集农产品精深加工、便捷智能的冷
链、仓储物流体系于一体的生产加工
环节。

再次，随着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
不断提高，专业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
建设是当务之急。各地应抓住机遇，
结合地域特点，积极探索、扶持打造
一批乡镇级、村组级，或在某区域内
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加工服务型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初加工服务型农场
等新型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通过这
些主体，将初制所真正建设到田间地
头，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环节和各种
损耗，提升种养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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