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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看秋粮 话丰收看秋粮 话丰收

10月初的江汉平原,叶青籽黄，阡陌相
连，美不胜收。

看到自家晚稻开镰，机械收获机行走田
间，湖北监利县黄歇口镇王河村村民毕利霞
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今年湖北省出现
多年少见的干旱、高温和病虫“三灾”叠加的
形势。毕利霞今年新流转了1300亩耕地，面
对灾害，她的心里一直在打鼓。然而让她没
想到的是，经实测她的晚稻亩产达到 1200
斤，较去年还增加70斤。

记者在湖北走访发现，毕利霞的经历
并非个例，不少农民都在今年严峻的灾害
形势下实现粮食产量“逆袭”，这一出人意
料的结果是如何实现的呢？

科技减灾促丰产

监利县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紧邻长江
与东荆河，自然条件优越，是湖北产粮第一
大县。今年对粮食丰收造成严峻挑战的是
持续高温天气。监利县中稻种植面积相对
较大，中晚稻抽穗扬花期正值高温，能否战
胜高温灾害，成为全年能否增产的关键。

“多亏了农业部门的帮忙，在气象部门
刚预报有旱情时，他们就从长江提灌水源，
满足我们的灌溉需要。”毕利霞说。

翻开手机，福娃三丰水稻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周振涛找到县农业局发来的彩信，彩信
内容除了农业新闻，还有种植指导、减灾防
灾、防治病虫害等技术指导。“合作社今年服
务农田面积 4 万亩，针对受灾中稻，我们重
点浇灌‘保胎’水，适时喷施叶面肥，增强灌
浆强度，提高粒重。对双季晚稻则搞好水肥
调控，促进植株分蘖。”周振涛介绍说。

为应对灾情，湖北省重点在调结构、调
播期、调模式、调品种和“一喷多防”等方面
下功夫。襄阳、随州、荆门等北部连旱地区
科学调整了种植结构，扩种玉米、红薯等耐
旱粮食作物。荆州、黄冈等水稻主产区采
取适当提前播种的办法，大部分中稻抽穗
扬花期避开了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的高温
天气。南部双季稻区则尽量压减直播晚
稻，防范寒露危害。

10 年前湖北也曾经遭遇严重干旱，在
吸取经验教训后，湖北省农业厅严格了粮
食品种审定，筛选出一大批高产、广适、抗
逆性好的水稻品种。今年，广两优香 66、扬
两优 6 号等一批耐高温性较强的两系品种
在市场上占据主导位置，为中稻生产提供
了有力保障。

集中育秧打基础

走进监利县福娃集团有限公司的机械

化育秧温室，十几排育秧架一字排开。“这
种立体式的育秧架大大节省了田地空间，
不到 4 平方米的架子就可以培育一亩半农
田所需的秧苗。如果农民自己育秧，一亩
半农田至少需要一分半的育秧田。”福娃集
团有限公司发展部总监方冰说。

监利县农业局副局长李诗信说：“对农
民来说，种田中比较难掌握的技术就是育
秧，集中育秧帮农民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
减轻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他介绍说，通过
集中育秧培育出来的秧苗长得壮，适合机
插，与人工栽插相比，每亩能多插 3000 至
5000 穴禾苗，提高了种植效率，保证了基
本苗数。而且集中育秧成功率高，减少了
生产风险，降低了生产成本。

今年以来，为了进一步挖掘粮食生产
潜力，湖北省把实施水稻集中育秧工程、
提高集中育种供苗能力作为重点工作来
抓。湖北省将集中育秧任务分解到各个粮
食主产县市，省财政连续 5 年安排专项资
金补助工厂化育秧，农机购机补贴重点向
集中育秧设施设备倾斜。目前，湖北省共
建 设 大 中 小 型 早 稻 集 中 育 秧 基 地 3004
个 ， 早 稻 集 中 育 秧 面 积 达 1550 万 平 方
米，大田栽插面积 216 万亩，占全省早稻
面积的 37%，湖北通过集中育秧，促进早
稻种植面积扩大 50 万亩，为全年粮食丰

收打下坚实基础。

统防统治显成效

加入天门市华丰农业专业合作社后，
石河镇姚岭村村民姚凡种地就省心了很
多。他说，今年夏天，当地迁飞性稻飞虱虫
害严重，合作社组织了统一防治，效果比他
自己单独喷农药好很多。

据了解，稻飞虱虫害严重期间，华丰合
作社组织成立了 22 个机防队，通过飞机高
压喷洒，为周边农民提供统防统治服务。

“我们每天作业面积能达到 400 亩。”华丰
合作社理事长吴华平说。据介绍，目前天
门市农机合作组织中开展病虫防治服务的
有 38个，农田统防统治面积达 40万亩。

今年以来，湖北省筹集资金 300 万元，
采购一批先进适用的植保机械免费分发给
重点服务组织。据统计，今年湖北省的专业
机防服务组织达到 2232 个，比去年增加
600 多 个 ，专 业 化 统 防 统 治 覆 盖 率 达 到
25％，其中水稻达到 36.4%。经过各级农技
部门的努力，今年湖北的中、晚稻病虫害损
失被控制在3%以内，明显轻于去年。

湖北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秋
粮收获期间不遇到大的自然灾害，预计全年
粮食总产将突破500亿斤，实现再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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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 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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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在河北邯郸市永年县正西乡玉米高产示范区看到，
20 多台玉米联合收获机一字摆开，隆隆碾过大地。一会儿的功夫，
一大片玉米地就收获完毕，紧接着农民们又对收获完的玉米地进行了
秸秆粉碎还田深松耕。正西乡东二村党支部书记李杏臣告诉记者，今
年村里为村民协调了 8 台玉米联合收获机，全村 2000 多亩玉米仅 3
天就收获完毕。

正在忙着晾晒玉米的村民张连国告诉记者，今年他们村的玉米是
按照市里统一推广的耐密型高产优质品种进行种植的，亩产至少能达
到 1500 斤。“在收获中采用了联合收获机，我们成了‘甩手掌柜’，以前
忙得不可开交的三秋大忙，现在不再忙了。”

“三秋期间，邯郸市累计投入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 6000 台左
右，大型拖拉机 30000 台左右，各种中小型拖拉机、深松机、秸秆
粉碎还田机、旋耕机、播种机等配套农机具将近 15 万台。今年是近
年来参与作业的农机数量最多、作业时间最集中的一年。”邯郸市农
业局局长暴常青说。

暴常青介绍，邯郸是河北产粮大市，去年在全省率先实现“吨粮市”
的建设目标之后，市里决心再创粮食生产新高。今年，邯郸市财政列支
5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用于实施优良品种推广、全程机械耕作、测土
配方施肥等的全覆盖，使得全市 586 万亩小麦获得丰收，平均亩产达到
485.6 公斤，比去年增产 30.4 公斤，总产达到 284.6 万吨，比去年增产
25.9万吨。

在取得夏粮丰收的基础上，邯郸及时制定玉米创高产方案，突出打
好增加密度夯基础、二点委夜蛾防控、中期重施肥水管理等3个攻坚战，
使得全市502.6万亩玉米长势明显好于常年。据相关部门测算，全市玉
米平均亩产将达565.5公斤以上，总产将达284.2万吨。夏秋两季相加，
邯郸今年的粮食总产将达到568万吨以上，比去年增长34万吨以上。

在采访中，邯郸市市长回建对记者说，邯郸的粮食生产虽然走到了
全省前列，但决不能因此而停止脚步。市委、市政府及时谋划了“后吨
粮市”建设工程，比如在去年冬季和今年春季的农业生产中，我们就确
定了要完成 170 万亩土地深松耕的任务，这样不仅使我们的土地生态
环境能够得到有力改善，同时能够有效增加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使得
农民获得更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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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一些地方，由于过度施用
化肥，造成耕地板结，地力下降，面源污
染突出。如何合理施肥，是农业生产中亟
待解决的问题。

“肥料作为粮食增产的重要农资产
品，占农民投入成本的 50%，然而，我国
不合理施肥现象非常普遍。据估算，全国
化肥当季利用率平均只有 35%，每年因不
合理施肥造成的肥料投入损失高达 1300
亿元。以山东省为例，全省每年因淋溶、
挥发，化肥浪费高达 40 多万吨。”山东金
正大公司副总裁罗文胜说。

问题如此突出，如何解决呢？
国庆节过后，山东省平度市李园街

道朱家井村郝亚妮忙着给庄稼追肥。她
告 诉 记 者 ， 她 用 的 不 是 以 往 的 普 通 化
肥，而是邮政配送到家的缓控释肥。过
去，村里有不少化肥商贩，从他们那里
买到的化肥质量难以保障。现在，邮政
与化肥厂家合作，农民通过合作社统一
订购肥料，肥料企业再通过邮政统一配
送到田头。农民们买到的肥料不但品质

有保障，而且价格便宜。“一袋肥料比市
场上便宜 10 元到 15 元，一吨肥能省 200
元。另外，同样一块地缓释肥使用量比
过去的化肥要少很多。”

郝 亚 妮 用 肥 品 种 、 买 肥 渠 道 的 变
化，折射了山东省化肥购销、施用模式
的改变。据山东潍坊高级农艺师郎咸仁
讲 ， 缓 控 释 肥 是 缓 释 、 控 释 肥 料 的 总
称。所谓“缓释”，是指化学物质养分释
放 速 率 远 小 于 速 溶 性 肥 料 。 所 谓 “ 控
释”，是指以各种调控机制，使养分释放
与作物吸收规律相一致。生物或化学作
用下可分解的有机氮化合物肥料通常被
称为缓释肥，包膜肥料通常被称为控释
肥。郝亚妮用的缓控释肥是金正大公司
生产的硝基双效肥。硝基双效肥含有硝
态氮、铵态氮、控释氮，能在小麦不同
生 长 阶 段 发 挥 作 用 。 试 验 示 范 结 果 显
示，同等肥料氧分含量下，硝基双效肥
可增产 8%至 25%。

那么，如何普及推广缓控释肥呢？物
流企业、化肥生产企业、农业部门三方联

手，或许是最佳选择。
今年，山东省邮政公司与山东金正大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依托各自的
资源和渠道优势，与农业部门携手，在农
资分销派送、渠道建设、农技服务、专业
合作社建设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入合作。
金正大公司是从事缓控释肥研发、生产和
销售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全球
最大的缓控释肥生产企业，2012 年实现
销售收入 103 亿元。山东邮政则有 2800
多个基层网点、2.4 万个“三农”服务
站、3.5万个便民服务站。

记者从山东省邮政总公司了解到，
近年来，山东邮政先后在全省 70 个市县
成立了鸿雁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向农
民 提 供 种 子 、 化 肥 、 农 药 、 农 技 等 服
务，形成了“农民合作社+示范田+农资
配套供应+科技服务”发展新模式。尤其
是在“万亩高产示范田”创建工作中，
本着统一整地播种、统一肥水管理、统
一技术培训、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机
械收获的五统一原则，“良种、良肥、良

法”覆盖率达到 100%。同时，每个示范
区聘请至少 1 名农业技术专家进行专门
指导和培训，真正实现农业种植技术进
村入户到田。目前，山东省已累计发展
高产创建示范田 450 万亩，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与经济效益。今年 8 月，山东邮政与
金正大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其中一项内容
就是由金正大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等支
持，分秋季小麦底肥和夏季玉米追肥两季
提供金大地硝基双效肥，助力邮政开展
高产示范田创建工作。目前，山东邮政
已明确在 13 个示范田创建核心县分别创
建 300 亩示范田，在 72 个重点县分别建
设 50 亩的高产示范田。

10月 8日，山东省邮政专门开办高产
示范田创建工作培训班，给来自全省的
100 多名邮政农艺师作专业培训。“邮政
高产创建示范田目标是，在等养分示范
或等成本示范的前提下，确保示范田小
麦较非示范田每亩增产 100 公斤。”山东
省邮政公司分销业务局局长宋承国道出了
美好愿景。

全国化肥当季利用率平均只有 35%——

过度施肥难题如何解
本报记者 李 力 黄俊毅

据江西省农业厅数据显

示，今年江西省秋粮种植总面

积达到 3368.9 万亩，比去年增

加 1.34 万亩。早稻总产 165.6 亿

斤，比去年增加 5.56 亿斤。从目

前情况看，中稻因旱损失较轻、

生产基本稳定，晚稻长势良好，

丰产苗架已经形成，江西今年

粮食生产有望实现“十连丰”。

上图 10 月 12 日，江西省

鄱阳县鸦鹊湖大牛湖畈的农民

在驾驶收割机收获水稻。

陈子夏摄（新华社发）
下图 10 月 12 日，江西省

都昌县蔡岭镇排垅村村民徐进

喜在田间查看粳稻长势。

傅建斌摄（新华社发）

又到秋收季节，尽管各地鼓励将秸秆就地粉碎还

田，但是不少农民还是愿意一把火解决问题，对秸秆

进行焚烧还田。

资料显示，焚烧秸秆会破坏土壤结构，焚烧秸秆

使地面温度急剧升高，直接损害土壤中的有益微生

物，不利于作物对土壤养分的充分吸收。而且秸秆

焚烧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也容易引发火灾。

但是对于许多农民来说，焚烧秸秆省时省力，有

些农民还误以为焚烧秸秆可以肥田。在一些农村秸

秆焚烧成为顽疾，推广秸秆科学还田遇到相当大的

阻力。

为秸秆“灭火”，一味在禁止上下功夫可能并不是

非常有效的办法。有些农村的墙上、路边书写着禁

止焚烧秸秆的醒目标语，动用大量人力死盯严守这

些做法不仅可能激化基层干群矛盾，而且浪费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白

天不让烧，晚上偷偷烧；大人烧了要受罚，就指使小

孩烧。禁止焚烧秸秆的成效并不大。

在解决秸秆焚烧问题、推广秸秆科学还田的道路

上应该变禁止为引导，变堵为疏。

首先，对农民宣传的内容、方式、渠道等都需要改

变。让农民明白秸秆焚烧的弊端比发布强硬的禁止

口号更易见效。可以通过种粮大户、合作社等对农

民进行宣传，甚至可以对农民开办讲座，以讲解案例

的形式，让他们真正认识到秸秆焚烧的弊端。

其次，应对秸秆科学还田加大补贴。据了解，农

民对每亩地秸秆还田需投入 40 元机械粉碎费用，夏

秋两季就是 80 元。如果还田后缺乏沤制发酵导致病

虫害，每亩地又要增加直接投入 40 元左右。仅此两

项就是 120 元。有些地方有配套资金补助秸秆还田，

但是数额较小，惠农投入容易被成本抵消。因此，许

多农民仍然愿意将秸秆直接焚烧。

再次，要提供技术服务更好地引导农民将秸秆还

田。将秸秆还田时，需要用大马力机械旋耕机将秸

秆粉碎，一般还应适当增施一些氮肥和磷肥。秸秆

还田有一定技术要求，有关部门应为农民提供必要

技术指导和支持。否则可能造成秸秆还田后农民看

不到效果，影响他们将秸秆还田的积极性。

秸秆还田是改善农田生态环境、节本增效和发

展 质 量 效 益 型 农 业 的 重 要 环

节，也是促进绿色食品发展的

有效手段。改掉焚烧秸秆的陋

习，有利于农业更科学更高效

发展。

为秸秆还田引好路
杜 芳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盘锦大米河蟹（北京）展销
会日前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盘锦大米、盘锦河蟹等
名优特新农产品集中亮相，涉展产品达 100 多个系列
400多个品种，展出面积达 3000平方米。

据介绍，盘锦大米和河蟹是盘锦乃至辽宁农业领域
最具含金量的拳头农产品之一。盘锦大米是全国米业中
惟一获批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已经完成无公害、绿色
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面积 130 余万亩。同时，盘锦是中
华绒螯蟹繁衍生息的主要区域之一，河蟹养殖面积 152
万亩，占全国 12%；产量 6.5万吨，占全国 9%。

在展销会上，北京粮食集团、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与
盘锦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北京首都农业集团等 28
家单位与盘锦参展企业进行了购销合作签约，签约盘锦大
米15万吨、盘锦河蟹2万吨，签约金额60亿元人民币。

盘锦大米河蟹展销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杜芳报道：日前，10 家棉花企业获得
使用“中国棉花”标志的授权，这 10 家企业包括新疆棉花
产业（集团）莎车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巴楚棉业有限责任
公司等 8 家棉花加工企业。这是“中国棉花”标志首次在
原料初加工企业使用。

据介绍，使用“中国棉花”标志的棉花加工企业，不仅
成包皮棉要符合特定品质要求，棉花生产也要符合特定
要求：棉花生产在国家规定的优势区域内，所种品种为“国
家（或省级）审定的棉花品种”；在棉花生长过程中，采用测
土配方肥和节水技术，杀虫剂等农药混合物残留量不能
超过每公斤0.05毫克。

中国棉花协会秘书长高芳说，这次授权使用“中国棉
花”标志的企业侧重点在成包皮棉，目的是为解决中国棉
花存在的质量问题，发挥优质企业的带头示范作用。

“中国棉花”标志进入加工领域

深秋时节，河北怀来县的农民们在葡萄园里忙碌

着。据介绍，怀来县葡萄种植面积已达 27 万亩，品种 150

多个，年产量近 12.5万吨，葡萄产业年产值达 4亿元。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本版编辑 李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