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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为云南出产优质油菜籽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同时，云南属于高原早
熟油菜产区，油菜采收期比国内其他
产区提前 15 至 30 天，油菜籽含油量
也比其他产区高。随着油菜优良品种
的推广以及种植管理过程中科技的应
用，全省油菜平均亩产超过140公斤，
云南油菜产业实现量和质齐升。

    

诸多因素制约发展
    
不久前，记者在滇东某县采访，

询问一位种植户油菜品种时，对方
告诉记者：“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去年村里有人种这个品种收成不错，
所以今年我家也改种这个品种。”

采访中，种植户不知道所种油菜
品种的现象较为普遍。对此，符明联
表示，目前市场上油菜品种“杂、多、
乱”情况突出，干扰了种植户的品种
选择。

符明联还认为，油菜品种繁育基
地建设滞后、生产品种优质化程度不
高、相关生产企业各自为政等是问题
根源。“目前全省油菜种植面积约
450 万亩，按此计算，需要 100 万公
斤种子和 1 万亩繁育基地。然而，目
前云南尚未建成省级及以上的良种繁
育基地。”

同时，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
用覆盖面不广，各地推广资金投入偏
少，导致推广难度大。

此外，从加工角度来看，大中型
油菜加工企业与小作坊合作机制欠
缺，导致加工环节中出现大中型企业
“吃不饱”，而小作坊加工的产品质
量难以保证等问题。同时，地方特色
油菜产品开发能力弱、优质加工产品
带动产业良性循环发展效果不明显等
问题突出。

多管齐下解难题
    
“我家种出的油菜籽，一部分卖

给企业，其余的运到县城榨油自家食
用。”昆明市寻甸县摆宰社区居民张
乔芝说，“政府在我们社区推广种出
的油菜籽榨出来的油，比其他地方的
更香、更好吃。”

摆宰社区是寻甸县金所街道一个
较偏远的社区，长期以来，这里生态
环境脆弱，土地产出率不高，群众生
活水平偏低。2019 年，摆宰社区引
进“云油杂 51 号”油菜新品种进行
推广种植，助农增收效果明显。

符明联认为，目前云南省已培育
出“云油杂 51 号”等一系列优质油
菜品种，但仍无法满足全省种植需求。
应加大挖掘和利用优质种质资源力度，
选育出更多抗病虫、抗自然灾害的优
质油菜品种。同时，应根据油菜生长
规律，研发适宜不同区域自然气候
特点的油菜专用肥料，推广实施精
准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措施。

同时，应结合农村劳动力缺乏，
云南山区多、坝区少，大型农用机械
无法推广使用的实际，鼓励农机研发
单位与企业开发适宜云南使用的油菜
中小型种、管、收农业机械，提高油
菜生产效率。

在品牌建设方面，应引导油菜加
工企业有效利用云南多元的民族文
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优质的
菜籽原料，生产加工高质量菜籽油，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产品品牌。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菜籽油售价为
每公斤 20 元，而一些品牌产品售价
每公斤可达 30 元。通过提升品质打
造品牌，可有力提升产业效益。”符
明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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