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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项目摘要：

（1） 项目名称：连湖农场年产 3000吨优质大米加工技

改项目

（2） 主管部门：宁夏农垦事业管理局

（3） 建设单位：宁夏贺兰山绿色产业集团公司

（4） 建设地点：宁夏连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 建设性质：技改

（6） 建设年限：2011年 4月至 2012年 12月。

（7） 建设规模：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加工设备，技

改后形成年加工优质大米 3000吨。

（8） 主要建设内容：

①主要配置设备：砂辊米机（VTA7A-F）1台套，铁辊米

机（VBF7B-C）1 台套，铁辊加湿米机（VBF7B-M）1 台套，

抛光机（KB60）1台套等进口设备；240通道色选机 2台套；

90×7白米分级筛 1台套；W9提升机 1台套、W6提升机各 3

台套；DCS-25H电子计量秤 1台套；ZX-Z真空整形机 1台套；

SH11-200KVA变压器 1台（含电缆）；配电柜 3台等国产设备。

②电气控制系统：主要有 MCC 控制柜、现场控制箱、操

作控制台、电缆、桥架等；

③安装工程：包括设备安装、电气安装、管道系统、水、

气、风网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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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建筑工程部分：主要基础设施改造：加工车间、成品

库、包装车间、原料库、会议室及化验室、办公室的墙面粉

水泥砂浆及 1.8米墙面砖、地面混凝土和铺地板砖、屋面彩

钢板防水处理和 PVC吊顶、砖隔墙、更换门窗和碎米库的二

层加高等；新建 3000吨原料仓 2座，300吨中转仓 1座；水

暖电等配套实施建设。

（9）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901.82万元，其中基础设施维修改造603.18

万元、占66.8%，设备配置298.64万元、占33.2%。

资金筹措分为企业自筹 631.27万元，其中短期银行贷

款 300万元，申请国家财政支持 270.55万元（不含政策性

补贴）。

（10） 效益分析：项目实施后，可形成年产 3000 吨优

质大米能力，年销售收入可达 2061.6 万元，可实现利润

207.1 万元。本项目建设还可带动 1 万亩原料基地发展，形

成以连湖、渠口、灵武等为核心区的产业带，可带动 500户

水稻种植户增收，年增收 100万元。形成“龙头产业+基地+

农户”的发展模式，从而达到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示范带

动作用增强的目标，使贺兰山绿色产业集团公司真正成为农

垦集团新的经济增长点。

1.2  编制依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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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关于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意见》

《宁夏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与发展规划》

《宁夏 2009 年推进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

若干政策意见 》

《宁夏清真产业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宁夏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规划（2008—2012年）》

《宁夏农垦 2008-2020年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宁夏农垦连湖农场中长期发展规划》

1.3  编制原则

 （1）结合农场实际，因地制宜，综合利用，科学创新，

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为企业创造效益。

（2）从生产经营角度出发，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

提高大米产出率，减少物料消耗，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节

省投资，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3）在制定设计方案及设备布置时，充分考虑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尽量做到不影响或少影响现有生产装置的正常

运行。

（4）严格按照国家、社会、行业和地区长远发展规划

及其有关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的要求，积极贯彻执行国家及

地方的环境保护、“三废”治理、劳动保护、安全卫生、消

防方面的法规及其与主体工程建设实行“三同时”的原则。

使企业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获得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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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概况

2.1 贺兰山绿色产业集团公司概况

连湖农场始建于 1954年 8月，曾因小麦连续高产获国务

院农业丰收奖，是自治区农垦种子生产基地之一。2004年，

农垦局决定连湖农场、贺兰山农业发展公司、航苑绿色科技

公司(甜菜研究所)组成宁夏农垦贺兰山绿色农业产业集团

公司，于 2004 年 11 月 12 日正式挂牌运营。由于改革的需

要，2006年下半年，局党委先后将贺兰山农发公司和航苑科

技公司从绿色集团公司划出，绿色产业集团公司实际上就是

连湖农场。2009年 6月，农垦局实行社企分离改革，将原连

湖农场分为主营社会事业的连湖农场和专事生产经营的贺

兰山绿色产业集团公司两个部分，连湖农场直属农垦局，贺

兰山绿色产业集团公司为西夏王实业公司的分公司。

公司现有土地总面积 15.3 万亩，其中老场土地总面积

3.3万亩，分场土地总面积 12万亩。耕地中职工养老保险置

换地 7700 亩，1286 名农业职工承包耕种 1.9 万亩，职均耕

地承包面积约 15亩，是农垦职均承包面积最小的农场之一。

农场地势平坦开阔，土壤类型以灌淤土为主，垦植时间达 50

多年,土壤平均有机质含量达 1.7%以上，适合于农作物生长，

属全国玉米、单季稻、春小麦高产区，农业生产经营条件优

越。公司主要经营四大产业，出口蔬菜，粮食种子生产，大

米加工，奶牛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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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宁夏国营连湖农场粮油公司概况

宁夏国营连湖农场粮油公司于 1992 年注册成立、注册

资本 72 万元，系宁夏农垦现存的唯一一家国有粮食加工企

业。公司有生产加工管理的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 12人。

自成立至今，为农垦职工粮油供给及社会商品粮供应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经多年产品研发，现主要产品有注册的

“宁湖”牌珍珠米、精制贡米，年产量 3000吨，2007-2009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达 750万元、累计实现盈利 62万元。2002

年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授予特等晚粳米“放心米”称号，2009

年获国家新颁发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第三章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3.1 政策上的可行性

宁夏农垦连湖农场 3000吨优质大米加工技改项目，是

打造粮食核心产区、促进产业升级、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场的现实要求，能有效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切实

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也是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的“充分发挥宁夏农垦对全区现代农业的引领和示范

作用，促进其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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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体现，对于促进垦区现代农业发展，做大作强优

质粮食产业，实现职工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该

项目的实施，从国家到自治区，都是大力倡导和优先支持的

重点建设领域。供港蔬菜，粮食种子生产，大米加工，奶牛

养殖

3.2 建设条件上可行

宁夏贺兰山绿色农业产业集团公司是集出口蔬菜、粮食

种子生产、大米加工、奶牛养殖等四大产业为一体的多元化

生产经营主体单位，种植业耕地面积 3.3万亩，是宁夏农垦

乃至宁夏全区的重要的粮食产区，基础设施良好，地力水平

高、耕地面积大，粮食单产量高，商品粮调出能力强，集中

连片。农场党政主要领导高度重视高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发展，

农场职工群众对项目建设具有强烈愿望，并且积极性高，愿

意承担项目建设所需要的筹资投劳任务。

3.3 技术力量的可行性

宁夏农垦承担国家涉农项目的实施、管理已经有数十年

的历史，系统本身在项目管理水平上有很好基础，能够在项

目建设质量、确保投资效益做到科学指导、高效管理。项目

建设单位多年来广泛开展农业科学试验研究，新品种生产试

验示范、良种繁育等工作，各作物栽培技术规程齐全，种植

业科技水平先进，是全国“百家原种场”之一。现有项目管

理人员和农业技术人员都是多年从事农业项目管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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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和示范的工作人员，具有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示

范的能力，项目技术力量雄厚，技术保障有力。

3.4 效益分析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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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实施后，不但可以大幅提升农场种植业的经济

效益，而且对于改善农场农业生产与生态条件，提高现有耕

地的单位产出，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增加职工就业渠道、增

加农场职工收入，加快农场小康建设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第四章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4.1 项目提出的背景

稻谷加工属于食品工业的范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及关

联农业、工业、流通等领域的产业。稻谷加工业一端连接着

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其发展状况决定着城乡居民日益多样

化、多层次和多变的新需求的满足程度；其另一端是农业种

植业的延伸与发展，对提高稻谷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

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稻米加工业，可以促进稻谷生产区域布

局和优质稻生产基地的建设；发展稻谷主食品加工，可以丰

富城镇居民的饮食；发展稻米深加工和副产品综合利用，可

以提高稻米资源利用水平，有利于提高综合效益和增加农民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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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加工业是指以稻谷为原料进行处理制成大米以及

各种米制食品和其他产品的过程，主要分为：稻谷碾米，米

制食品加工，碎米、米胚、米糠、稻壳等副产品综合利用，

以及稻米加工机械装备的制造等。粮油加工业作为粮食再生

产过程的重要环节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与农业、农村和农

民问题密切相关。

为了尽快地提高我国农业整体水平，更快地应对市场竞

争，稻米加工企业应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丰富稻米

产品花色品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以追求稻谷资

源最佳利用为宗旨，通过行业指导、政策引导、体制和科技

创新，促进我国粮油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

展，同时提高粮食加工副产品的综合开发利用、增加副产品

的品种、进一步减少环境污染，这对加快我国农业产业化进

程， 促进农业增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4.2 项目投资的必要性分析

粮食生产与加工是当前国家重点支持的基础性产业，在

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受国家产业政策的重

点扶持。特别是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指出，集中力量支持粮食

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支持主产区进行粮食转化和加工，促

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确保粮食生产健康发展。另外宁夏粮

食局在确定 2007 年思想工作中提出：努力培育多元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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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粮食市场体系，要在提高国有粮食企业市场竞争力和

控制力上实现新突破。要形成以国有粮食企业为骨干，各类

粮食加工、流通企业为主体的市场体系，完善和建立以法律、

法规和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引导、推动机制，制

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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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使其在助农增收、确保粮食安全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从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加大扶

持力度，这给粮食生产企业、农场带来了发展的良好机遇。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中国人民主食的大

米需要量越来越多，特别是粮食市场放开以来，人们对大米

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平常难以看到的优质米或贡米已

进入普通居民的家中，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但由于中

国人口多，优质米的供需矛盾突出，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

上，如何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尽快提高普通大米的质量，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从全国范围来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安全、

绿色、健康、休闲成为人们消费稻米的主流和方向。宁夏粮

食局在 2008 年工作思路中指出要加快“放心粮油”工程实

施步伐，积极培育“放心粮油”生产企业和产品，努力扩大

“放心粮油”产品覆盖面，鼓励“放心粮油”生产企业延伸

销售网络，扩大辐射范围；培育国家级名牌产品 2个，培育

自治区级名牌产品 7 个；创建“放心粮店”120 家以上，使

农场、乡镇、县城、市区“放心粮油”全覆盖，千人以上行

政村覆盖面达到 10%。把“放心粮油”送到社区、送向农村、

送进军营。这说明普通大米的市场越来越窄，优质有机大米

越来越受人们青睐，生产加工优质大米，是市场消费的需要。

（1）优质大米符合人们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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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吃少、吃好、吃健康、

吃绿色产品成为人们的消费主流，宁夏粮食局在 2008 年工

作思路中指出要加快“放心粮油”工程实施步伐，积极培育

“放心粮油”生产企业和产品，努力扩大“放心粮油”产品

覆盖面，鼓励“放心粮油”生产企业延伸销售网络，扩大辐

射范围；这说明普通大米的市场越来越窄，优质有机大米越

来越受人们青睐，生产加工优质大米，是市场消费的需要。

（2）优质大米的深加工是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的需求

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自然环境和市场的制约非常大。近

年来，农场职工增产不增收成为制约农场经济发展的突出问

题，因此，对农副产品的加工增值是解决“企业增效、职工

增收”的需求。

（3）是适应当前市场对大米多品种、多档次的要求

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给粮

食加工带来了 2个新的课题。一是原粮品种复杂，出品率差

异大；二是大米质量要求高、中、低档三者共存，对精制米、

免淘米、营养米等需求量上升。

（4）是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的一项举措

据分析，农产品的深加工，比直接销售可以增加 10%的

价值，同时，加工的副产品又可增加附加值 20%以上(米糠可

生产糠油，榨油后的糠饼可提取植酸钙，剩下的糠饼渣是最

好的饲料；碎米是酿酒和制糖的好原料，也是能量较高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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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饲料；谷壳也可用来酿酒或制作环保型一次性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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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项目投资的优势

（1）地理优势：

公司地处宁夏境内、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之一------

青铜峡市。青铜峡市位于宁夏灌区九大干渠之首，境内渠道

纵横，灌溉便利，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排灌畅通。得黄河

水自流灌溉之利，盛产水稻。地处北纬 35度-40度之间，土

壤具有丰富的有机质。农场经过军垦、屯垦、农垦创业历程，

无工业污染，为生产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提供了得天独厚、

不可替代的资源条件，区域比较优势突出。

（2）原料优势：

宁夏地处黄河中上游，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

说法，种植稻谷历史悠久，特别是引黄灌区生态条件优越，

是我国北方优质稻谷种植区，享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

的美誉。稻谷面积一直稳定在 150 万亩，产量稳定在 75 万

吨左右。可以充分确保公司所需求的数量、质量，完全满足

生产所需。尤其是近年来，在科技兴农和推广水稻大规模连

片种植，从产量、品质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提高。2010年

连湖农场携手渠口农场共计种植 LQ-1水稻 5000亩，从而保

证了“宁湖”牌优质大米原料的来源。

（3）品种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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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湖农场多年来经农业示范、技术推广，种植的 LQ-1水

稻品种是宁夏的独有原料品种，在农垦、青铜峡地区建立优

质水稻种植基地，这些地方恰恰是宁夏是优质大米的产地。

该品种采用科学的培育技术、种植技术和加工方法，产品品

质晶莹剔透 、粒度均匀、口感香甜、营养丰富等特点，具

有其他水稻品种不可比拟的“贵族血统”，深受广大消费者

喜爱。2002年至今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授予特等晚粳米“放

心米”称号。

（4）市场环境优势

宁夏青铜峡市及垦区水稻生产，近年来大力推行旱育稀

植技术、幼苗旱长技术、有机栽培技术，水稻的病虫害发生

率低，大幅度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公司直接与农户签订收

购合同，采用绿色无公害种植技术，保障了食品安全。采用

先进的真空包装及纸袋小包装，保证了大米的新鲜口味及营

养物质，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引导消费者的健康消费意识。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对优质

大米的需求不断增强 ，公司所生产的“宁湖”牌系列优质

米因产品优势已逐渐为广大消费者所喜爱。产品口碑宣传效

益日渐增强，慕名求购成为公司产品的主销渠道。产品现在

远销北京、内蒙、陕西、甘肃等地，因加工企业规模较小，

加工工艺落后，所生产产品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该项

目技改十分必要，随着连湖外向型设施蔬菜产业的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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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湖”牌优质大米也将会逐步跟随该产业步入产业链条

网络销售。



                                                                                            

                                                                                                                                                                                                                                                   13

（5）投资地域优势：

本项目建设地连湖农场粮油公司，利用原有旧厂房，经

技改后更新投入国内先进的加工工艺设备，不再新建基础设

施，以降低投资成本，加工厂原有部分旧仓库，可充分利用

作为原粮、成品粮暂存处，只增加部分原料仓，以满足后备

存储和生产需要。加工厂内场地平整，交通运输方便，大大

降低生产和销售环节的运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6）政策环境优势：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Ａ、增值税优惠政策：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2008年国

家出台增值税转型政策，企业投入固定资产（除房屋、交通

工具） 总额的 17%可作为进项税抵扣，抵减应交销项税金，

减少上缴增值税，从而为企业减负。多年来公司被税务机关

认定为一般纳税人，有享受该政策优惠的条件。

B、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新《企业所得税法》自 2008

年减免从事农产品初加工的企业所得税，公司按国家行业分

类标准属谷物磨制，属于农产品初加工范畴，已享受减免优

惠。

行业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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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中央和地方农业发展银行自 2008 年下半年压缩并限制

个体粮食收购资金信贷，2008 年底至今国有粮食收储及有

实力的粮食加工企业利润增幅大。连湖粮油公司具有国有

粮食收购资质，具备良好的粮食收储加工条件。

B、宁夏“关于加快促进农垦经济发展若干意见”的逐

步实施为公司作为宁夏农垦唯一一家国有粮食加工企业实

现技改、加速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C、自 2009年 6月农垦实施第一轮改革以来，农垦经过

资源整合、科学配置，落实科学发展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连湖农场具有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

4.4 投资风险分析

（1）公司现有固定职工 12人，企业人力负担较轻。 

（2）公司现有运行设备净值仅为 8.5万元，背负折旧负

担轻。

（3）公司资产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低于 50%。

4.5 项目投资的经济意义

（1）项目建设是培育壮大宁夏水稻产业的客观需要。

水稻是宁夏三大粮食作物品种之一，年种植面积达 100

万亩，总产达 6亿多公斤，年产量占全区粮食总产量的四分

之一，水稻生产在全区粮食和整个种植业生产中起着重要作

用。贺兰山绿色产业集团公司是农垦优质水稻生产的主产区

和高产区，是职工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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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是开发优质稻资源、提高大米品质的迫切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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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由于独特的气候和水土条件，生产的水稻闻名西北

和全国，宁夏农垦大米过去一直占领西北市场，远销中、东

部地区，但由于加工工艺不高等原因，使大米品质有所下降，

在西北逐步失去了独占鳌头的市场地位，直接影响到水稻生

产的发展。为了重振农垦大米雄风，在配套栽培措施的基础

上，必须在提高加工工艺上下功夫，通过项目建设扩大高档

优势大米加工规模，提升“宁湖”牌高档优质大米品质，为

贺兰山绿色产业集团公司乃至农垦及全区优质稻基地提供

充足的产品销路。

（3）项目建设是实现职工增收的客观需要。

水稻以其投资少、产量高、效益好而成为农场职工增收

的主要途径和产业之一。但由于近年来品质下降以及不能利

用副产品来增加效益，形成了增产不增收。通过高档优质大

米加工项目，可帮助职工实现规模化、基地化、产业化生产，

并通过订单生产，形成“企业加基地，基地连农户”产业化

发展格局。使职工实现优质优价，使农垦大米的市场价格逐

步得到回升，使种植水稻的职工的收入得到增加。

（4）项目建设是加工企业增效的客观需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广大消费者对“餐桌”

的要求越来越高，加工企业坚持以提高大米质量为核心，以

提高加工品质、品牌销售为突破口，以实现企业、职工“双

赢”，促进优质稻生产持续稳定发展为目标，为今后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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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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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贺兰山绿色产业集团公司年产 3000吨高档优

质大米加工技改项目，符合农垦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必将有效地推进公司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职

工收入，新增就业岗位，增强公司经济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在贺兰山绿色产业集团公司技改高档优质大米加工项

目是非常必要的。

第五章  项目建设规模

5.1 生产规模：

该项目技改扩建建成后，年可加工水稻 5000吨，可生产

优质大米 3000吨。 其中：珍珠米 1200吨、精制贡米 1800

吨。

  5.2 产品方案：

产品方 案
数量

(T)

价  格

（元）

销售收入

(万元／年) 备注

主产品：珍珠米 1200 8500 1020 包括礼品包装

精制贡米 1800 5500 990

副产品：碎   米 180 1800 32.4

米   糠 240 800 19.2

合      计 2061.6

  第六章  产品设计方案

6.1 设计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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