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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耕地质量看，我国许

多耕地在山区、丘陵区、林区等

区域，广袤连片的平坦耕地不

多，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甚至

不宜耕种的情况大量存在

□ 在人口增长、消费水平

提高和水土资源刚性约束下，

尽管取得了粮食“十年增”，粮

食压力依然很大

□ 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

地制度，保持实有耕地数量基

本稳定

农业部表示，下一步将在摸清重金
属污染区、生态保护区、湿地、生态脆弱
和水土流失区等基数的基础上，制定科
学规划，同时还要制定对环境污染突出
地区的综合治理规划。

此外，依托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
产能力农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耕地质
量监测网络体系也在建立和完善。农

业部表示，力争到“十二五”末建成 307
个地市级耕地质量监测区域站和 3070
个国家级耕地质量监测点，从而推动大
规模旱涝保收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高
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为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基础支撑。

耕地质量建设的基础要打牢，管理
更要跟上。长期以来，对于耕地质量的
建设与管理，包括农业、国土、环保、水
利等不同部门都从各自的角度开展了
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部门间
沟通与合作，导致有些成果和数据、信
息等不能及时共享，发现问题不能合力
解决，甚至造成项目资金的重复和浪
费。这种“九龙治水”的状况不利于各
地系统地进行耕地质量建设。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曹云者提出，耕地
质量建设需要多部门、多领域专家共同
协作。建议针对我国耕地质量管理中
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技术瓶颈，争取
国家资金支持，开展多部门合作的重大
专项研究。

另外，专家还建议在保护耕地的
过 程 中 强 化 对 优 质 农 田 的 管 控 。 到
2020 年，我国将建成集中连片、旱涝
保收的高标准农田 8 亿亩。中国国土资
源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
张维宸指出，高标准农田一旦建成，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改变或
者占用，应该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
特别是高标准农田，不得擅自调整高
标准农田规划。

让耕地稳稳托起中国饭碗
本报记者 杜 芳

地力就是粮食增产潜力

东北黑土地被称为中国大粮仓，然
而近年来，这片中国最肥沃的耕地也变
得越来越“瘦”了。

据全国耕地质量监测结果显示，在
东北黑土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大幅
下降，每公斤平均含量 26.7 克，与 30 年
前相比降幅达 31%，黑土层已由开垦初
期的 80 厘米至 100 厘米下降到 20 厘米
至 30厘米，很多地方已露出黄土。

黑龙江省泰来县的农民看着田地就
心痛：由于传统农业的过度耕作，加剧了
当地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且这

种趋势仍在不断恶化。耕地破坏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生产，农民春季种植
玉米不得不“坐水”保墒，基本上块块农
田都有“抗旱井”，家家户户都有“抗旱
桶”。尽管如此费心费力，粮食产量依旧

“干着急，上不来”。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也是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所在。近年来，
为了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我国对耕地
质量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大。2012 年，
中央财政安排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项目
资金 8 亿元，推广应用秸秆还田腐熟、
绿肥种植、土壤改良地力培肥、豆科作
物接种根瘤菌等技术，推广面积 3700
万亩。此外，发改、国土、水利等部门
还组织实施了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
造、土地开发整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等项目。

在黑龙江泰来县，一种新型耕作技
术逐步推广：深松整地，实施保护性耕
作技术，有助于提高耕地质量。经过努

力修复，保护性耕作的耕地含水率普遍
提高 2 至 8 个百分点。在一次有效降雨
过后，抗旱能力延长 5 至 15 天。与传
统耕作相比增产 10%至 18%，且平均每
亩节本 50至 80元左右，省工 25%左右。

在江西省南昌县，测土配方施肥普
及行动也取得了积极成效，2013 年主要
作 物 水 稻 完 成 测 土 配 方 施 肥 面 积
167.25 万亩，亩均增幅 3.25%，实现亩节
本增效 32.6元的效益。

今年农业部将抓耕地质量建设作为
提高粮食单产的重点。农业部种植业管
理司司长曾衍德说，粮食生产现在是在
高位爬坡，能不能继续增产，地力就是
潜力。下一步要通过实施全国高标准农
田建设总体规划，计划到 2020 年新建
8 亿亩高标准农田，更新提质 2 亿亩高
产田。专家测算，高产田更新提质后单
产可提高 5%，中低产田改造后单产可
提高 20%，将新增生产能力 1000 多
亿斤。

三大问题制约耕地质量

据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研究员徐
明岗介绍，粮食产量 70%至 80%应靠基
础地力，20%至 30%靠水肥投入，而我国
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仅为
50%。贡献率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就是我
国耕地基础地力后劲不足、污染加重等
问题越来越严重。

由于种植业比较效益低，农民既缺
乏能力也不愿在养地方面加大投入，为
追求产量，大多数农户依然在增加化肥
使用量。许多地方耕地因此被破坏，土

壤板结，地里甚至常年不见蚯蚓。过量
使用化肥农药造成的农业污染已经成为
破坏耕地质量的“罪魁祸首”。

除了农业污染，在工业发达的东中
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还有东北老工
业基地，耕地还面临着来自工厂企业排
放的化学废弃物污染，有相当数量耕地
受到中、重度污染而不宜耕种。耕地被
破坏不仅仅危及粮食安全，甚至还会引
发食品安全问题。

环境保护部土壤状况调查结果表
明，我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五千万
亩左右。国家每年将拿出几百亿，启动
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地下水严重超采
综合治理的试点。地方政府也将拿出大
量资金对耕地进行修复。在完成修复之
前，被污染的耕地都不能再继续耕种。

优质耕地减少也是侵蚀“中国地力”
的突出问题。据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

元介绍，13 年来全国城镇用地增加较
快，优质耕地减少较多。13 年间，城镇
用地增加 4178 万亩，占用大多是优质耕
地 。 仅 东 南 沿 海 5 省 就 减 少 了 水 田
1798 万亩，相当于减掉了福建省全省的
水田面积。同时，虽然十几年来基本实
现了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但占近补
远、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的问题客观
存在，比较普遍。

我国耕地质量整体偏低，中低产田
占三分之二，不适于农业生产的耕地约
占四分之一，尽管如此，我国耕地利用强
度高，导致某些地区耕地质量还在连年
退化。农业部数据显示，土壤贫瘠化、酸
化、盐化等问题使耕地质量退化面积在
40%以上。东北黑土层变薄、华北耕层
变浅、西北耕地盐渍化等土壤退化问题
日益突出。这是制约中国耕地质量的第
三大突出问题。

多管齐下力保藏粮于地

本版编辑 刘 佳

我国粮食生产开创了“十连增”的历史佳绩，但增产的背后，耕地质量问题也日益凸显。

复种指数高、化肥投放量大、连年耕种透支地力，承载 13 亿人饭碗的耕地在爬上粮食总产

12039 亿斤高峰后，已经略显疲态。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成为我国农业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也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粮食安全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立春一过，农地就逐渐从南到北活跃起

来，整地、施肥都不能少。对农民而言，地里

收成大小，除了一年之计在于春，还在于土

地肥瘦与田亩多寡。一句话，耕地状况直接

关系到粮食产量与务农收入。

那么我国的耕地状况到底怎样呢？年

前国土资源部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结果显示，截止到 2009 年底，我国耕地约

20.31 亿亩。这一数字，比这些年我们所认为

的 18 亿亩耕地数量多出了约 2 亿亩。不过，

农民对此很清楚，这些数字并不表明自己的

承包地多了。“地还是那么多。”国土资源部

副部长王世元当时就对此作出了解释。

这种解释是有根据的。我国耕地面积

数字变化有历史原因。上世纪 80 年代初实

行土地家庭承包，允许各村队根据情况保留

5%的机动地，各地在丈量土地面积时标准有

宽有严，加上当时有农业税费等，各地在上

报田亩数量时也有所保留，这就导致公布的

耕地数量与实际耕地数量并不一致。上世

纪 90 年代初有过第一次土地调查，但由于技

术手段限制等原因，直到 2006 年取消农业

税，基本以各地上报的耕地数量为准。当时

按照 19 亿多亩的数字公布，随着工业化和城

镇化用地加快，逐年降至 18亿亩多一点。

这次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采取了更严

密的部署和更先进的手段，把原有的、实有

的耕地调查出来了，得出了 20.31 亿亩的耕地

数据。数字虽然比 18 亿亩大了，但实际耕地

数量、种植面积还是那么多。也就是说，我们

的粮食“十年增”以及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

品生产，就是在这个耕地数据上出来的。

厘清了耕地数字，再看耕地其他方面存

在的问题，对粮食生产带来的压力依然很

大。从耕地质量看，我国许多耕地在山区、

丘陵区、林区等区域，广袤连片的平坦耕地

不多。国土资源部调查数据反映，全国有

564.9 万公顷耕地位于东北、西北地区的林

区、草原以及河流湖泊最高洪水位控制线范

围内，还有 431.4 万公顷耕地位于 25 度以上

陡坡。按照国家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和耕

地休养生息等政策制度安排，这 996.3 万公顷

耕地中的相当部分需要逐步调整退出。同

时，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甚至不宜耕种的

情况也大量存在。国土资源部认为，适宜稳

定利用的耕地也就是 1.2亿多公顷。

从耕地减少态势看，1996 年我国人均耕

地为 1.59 亩，2009 年下降到 1.52 亩；2009 年

全国耕地为 20.31 亿亩，2012 年耕地是 20.27

亿亩。而且，减少的耕地大多为优质耕地，

被占土地基本以交通便利、地势平坦的连片

耕地为主。像上海、天津、北京等可供开垦

的补充用地接近枯竭。

耕地压力不减，我们面临的粮食消费格

局却发生了变化。简单看，过去 3 个人种地

供 1 个城里人，现在逐渐反转过来；过去吃苹

果一个人削一个吃，现在喝果汁，一杯果汁

要 3 个苹果；过去以米面为主，现在肉蛋奶大

幅增长，带动粮食结构变化，等等。这就表

明，在人口增长、消费水平提高和水土资源

刚性约束下，尽管取得了粮食“十年增”，我

们的粮食压力依然很大，绝不能轻言粮食已

经过关。

因此，在坚守耕地红线和粮食底线上，我

们没有退路，不能松懈，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和最严

格 的 节 约 用 地 制

度，保持实有耕地

数量基本稳定。

从耕地状况
看粮食压力

瞿长福

要从根本上改善耕地质

量，控制化肥过量施用，就要

多管齐下，采取综合措施，建

立改善土壤质量的长效机制

我国耕地面临土地污染

加重、优质耕地减少、土壤退

化日益突出等问题，严重制约

着耕地质量

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根本所在。近年来，为了

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我国对

耕 地 质 量 建 设 的 投 入 不 断

加大

村民当股东
村官来打工

本报记者 黄俊毅

2 月 17 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测土配肥化验中心工作人员在调制试剂，为

化验土壤样本作准备。

当日，牡丹江市新一轮耕地土壤肥料含量检

测全面启动。当地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为 2014 年

春耕采集的 750 份土样，预计在两周内全部完成

化验和施肥配方，从 3 月份开始，将测土配方施肥

建议卡免费发放到农民手中，为当地农村备耕生

产提供可靠的技术服务。目前，牡丹江共有 550

万亩耕地采用“测土配方施肥”。

张春祥摄 （新华社发）

测土配方促增产

村里办农场，村民当股东，村官替村民打工，
这是记者在吉林省延边州图们市月晴镇水口村见
到的新鲜事。

水口村紧邻中朝边境线，界河图们江绕村流
过，两岸鸡犬之声相闻。村子不大，面积才 3.78
平方公里，只有 3 个自然屯，总共 86 户 305 口人。

“全村有农田 150 公顷，青壮年几乎常年都在韩国
做劳务，在家老人无力耕种，只能廉价转包给外地
人。”水口村党支部书记金光秀说。村集体资源大
量流失，不少良田撂荒，金光秀看在眼里，疼在
心里。

“全家出国务工，在延边农村比较普遍。为防
止农田撂荒，最近几年，延边州大力推广家庭农
场。对家庭农场，政府部门给予贷款贴息、农机具
购置补贴、保险保费补贴、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
延边州农经站站长刘文清说。

有了扶持政策，金光秀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
能将全村农田集中起来，由村委会负责打理？
2010 年 12 月，金光秀组建了水口村便民专业
农场。

村官要办农场，村民乐意吗？
当然乐意。不妨看看入场条件：村民将耕地

入股，合同期限 10 年，每 3 年调整一次；每公顷付
流转费旱田 1800元、水田 2030元；国家各种补贴
返还给农户；年利润的 30%分给流转户，70%作为
农场发展基金，添置的农用设备和固定资产属全
体股民。

“农场成立以前，我家 24 亩田都包给外来户
种，每年收入 5000 元。现在把田交给村农场，虽
然收入还是 5000 元，但是农场新建的蔬菜大棚、
粮食加工厂、农用机械我都占了股份。我作为股
东，啥都不操心，家底越来越厚实！”年过七旬的村
民崔永哲说。

正因此，全村 150 公顷耕地，一下子就有 137
公顷加入了农场。5 名村干部组成农场理事会，
另外吸纳 10 位村民代表，负责农场日常经营事
务。“村民都是股东，我们村干部替他们打工种
田。”金光秀笑着说。

2011 年，农场投入资金 85 万元，购置拖拉机
4台、大豆收割机 1台，虽然春耕低温和夏季干旱，
但由于机械化规模种植降低了成本，当年农场实
现净利 18万元。

2012 年,农场投入资金 20 万元，购买水稻收
割机 1台、水稻插秧机 1台，盈利 30万元。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品牌农业取得了突破。
金光秀告诉记者，水口村绿色无公害大米已通过
有机食品检验，正申报有机大米地理标志认证。
农场计划“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提高附加值。

走在水口村村屯里，感觉就像在公园里漫
步。新房鳞次栉比，村道平坦宽阔，路旁种满树
木。太阳能路灯、健身器材，城里居民区能有的，
这个偏僻小山村全都有。

几年间，村集体新修水泥路 3.15 公里，新建
农房 15 户、维修改造 55 户，修建农户铁钢板围栏
3500 米，安装太阳能路灯 41 盏，新建环保厕所
100 个，新增垃圾点 4 个。目前，水口村道路硬化
率、砖瓦房率、自来水入户率、环保厕所使用率均
达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