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为邦本，食为政首。中央把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列为今年经济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并要求做到谷

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夏粮增产不仅确保了

口粮供给的安全，而且夯实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

基础。谷物稳，人心稳；口粮安，天下安。粮食是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第一保障。把夏

粮丰收抓到手，无疑为全年稳增长、调结构、促改

革，实现经济持续发展赢得了主动。

我国夏粮增产也向世界证明，中国是世界粮食

安全的稳定因素。中国小麦产量约占世界小麦产量

的五分之一，在世界粮食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中国

小麦增产，为未来稳定世界粮价预期和国际粮食市

场作出了突出贡献。

夏粮增产，还给农民持续增收提供了重要保

障。今年小麦托市收购价格比去年每百斤增加了 6

元，夏粮上市以来，许多粮食主产区的国储粮库门

前排起了“长龙”。在今年国际市场粮价走弱的情况

下，国家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对保护和调动农民

生产积极性至关重要。

沉甸甸的粮食，凝聚着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的甘霖，凝聚着防灾减灾技术等提供的支撑，以及

广大农业工作者和亿万农民付出的汗水。充分表

明，多年来国家采取的政策扶持、科技支撑、防灾

减灾等粮食稳产增产机制是卓有成效的。

粮食连续增产固然可喜，但粮食安全仍须警钟

长鸣，粮食生产依然不能放松。在资源约束趋紧、

气候影响加剧的情况下，以往的大水大肥猛药、重

用地轻养地的生产方式已难以为继，要创新资源利

用方式，同时更加重视农业现代化，以持续保障我

国粮食的有效供给。

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一，全年

粮食的大头在秋粮。目前，夏收工作已结束，各地

要做好夏种夏管，确保夏种面积落实，确保夏管措

施到位，为秋粮生产打下良好基础，努力夺取全年

粮食丰收，为国民经济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夏粮生产十一连增，令人振奋。
十一连增之后粮食持续增产的潜力还有多
大，更引人关注。最新发布的 《全球食
物安全指数报告》 显示，中国被列入良
好表现一档，是为数不多的食物安全水
平 大 幅 超 越 其 社 会 富 裕 程 度 的 国 家 之
一。据测算，今后我国粮食产量每年要
增加 240 多亿斤才能满足消费需求。若
从科技、耕地、水利三大关键入手，今
后粮食增产依然有潜力可挖。

科技增粮——

未来粮食单产有望提高

15公斤至20公斤

2013 年，我国粮食平均亩产 358.5 公
斤，相对 10 年前提高了 69.6 公斤。粮食
增产，大部分靠单产。那么，科技增粮未
来还有没有潜力？

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说，我国
粮食生产每上一个台阶，都与突破性品种
直接推动密切相关。上世纪 80 年代推广
杂交水稻、90 年代推广紧凑型玉米，使
水稻、玉米亩产分别提高了近 100 公斤。
预计到 2020 年，我国粮食作物还要完成
1 至 2 次品种更新，未来粮食单产可以提
高 15公斤至 20公斤。

专家认为，当前科技增粮的重点是
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加快培育一批突破
性优良品种。在此基础上，通过推进农
机农艺结合，加快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进程；通过推进技术集成创新，开展高
产创建和粮食增产模式攻关，推进技术
入户到田。

据测算，在生产条件相同、投入不增
加的情况下，仅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到位
率，粮食单产提高幅度可在 10%以上。
农业部 2008 年起开展粮食高产创建，以
万亩田为示范片，集成推广现有的实用技
术。据统计，全国 4000 多个万亩以上的
小麦高产示范片平均亩产达 528.3 公斤，

比所在地区平均高出 89.4公斤。

护地增粮——

高标准农田建设将新增
生产能力1000多亿斤

粮食增产，还要靠面积。在城镇化水
平快速提升的过程中，我国耕地是否有挖
潜余地？

先看数量。我国一直坚守耕地保护红
线，划定基本农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
农村发展学院的研究显示，加强耕地保护
措施对保证可耕地数量作用显著。国土资
源部 2011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集中
连片耕地后备资源有 734.39 万公顷，可
开垦土地有 701.66 万公顷，可复垦土地
有 32.72 万公顷，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部
干旱地区。而根据 《全国土地整治规划

（2011—2015 年）》，我国土地整治有望
大大提速。

再看质量。当前，我国耕地中只有三
分之一是高产田。通过实施全国高标准农
田建设总体规划，预计到 2020 年新建 8
亿亩高标准农田，更新提质 2 亿亩高产
田 。 据 测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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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部表示将加快农田基础设施建
设，以培肥地力、养分平衡、土壤改良、耕

地修复为重点，重点改造东北黑土地、提
升黄淮海盐碱地、改良南方的红黄壤农
地，打造我国三大粮食生产骨干区域。

节水增粮——

“十二五”期间新增节
水灌溉1.5亿亩以上

“有收无收在于水”，水利对粮食生产
的贡献率在 40%以上。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院长王慧军说：“今年武强县 5000 亩
微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小麦田，增产的同
时每亩可节水 70 吨至 80 吨。这项技术如
果在全省推广，即使按每亩节水 50 吨计
算，全省 3500 万亩小麦的节水量也将相
当于南水北调计划给予河北的用水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副院长朱信凯说，我国节水灌溉近年来
发展很快，但是，喷、微灌面积占总有
效灌溉面积的比例仍然很小，说明我国
灌溉技术相对落后，也意味着农业节水
潜力巨大。

数据显示，我国灌溉耕地的单位粮食
生产能力是全国平均数值的 1.8 倍，是旱
地的 2.9 倍。“十二五”期间，全国将建
成一批示范效果明显、农民接受程度高、
可持续能力强的规模化节水灌溉片区，新
增节水灌溉面积 1.5 亿亩以上，灌溉用水
有效利用系数 2020年达 0.55以上。

夏 粮 增 产

夯 实 基 础
本报评论员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夏粮生产实现夏粮生产实现““十一连增十一连增””————

我国粮食增产潜力还有多大
本报记者 乔金亮

55 万“铁骑”奋战“三夏”，金灿灿
的夏粮颗粒归仓。7月 14日，国家统计局
发布消息，全国夏粮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夏粮十一连增的背后，是惠农政策力度的
不断加大，是科技服务体系的日臻完善，
更是防灾应对措施的及时到位。

刘贵宏是安徽省霍邱县马店镇的种粮
大户，今年他又流转了 600多亩地用来种
植小麦。“种粮效益越来越好，国家补贴
政策越来越给力，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也越
来越高了。”刘贵宏说。

从中央到地方，一个支持农业生产
的、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已然成型。特别
是今年，农业部及早公布了小麦、稻谷的
最低收购价格，将小麦 （三等） 最低收购
价提高到每 50 公斤 118 元，比 2013 年提
高了 6元，激励效果明显。

在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看
来，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惠农政策稳定了农
民收入预期，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据农业部统计，今年夏粮种植面积
共 4.14 亿亩，增加了 23.2 万亩。种植面
积的增加，无疑是农民种粮积极性提升最
为直观的指标。

农业“四补贴”广受农民欢迎。今年
农业“四补贴”资金达 1700 多亿元。在
政策的带动下，不少优势产区实现了小麦
良种统一采购，农民购买农机具或成立农
机合作组织的步伐加快了，生产效率大大
提高。

“冬小麦主产区‘一喷三防’，是确
保小麦增产的一项关键技术措施。”国家
小 麦 产 业 技 术 体 系 首 席 科 学 家 肖 世 和
说，国务院专项安排 39.1 亿元重点支持
各地开展小麦“一喷三防”。据测算，对
小麦实施“一喷三防”，单产可增加 10%
以上，今年全国对 3.4 亿亩小麦实施了

“一喷三防”补助全覆盖，保障了夏粮
增产。

除了政策给力，科技更是激发了夏粮
增产的活力。其中，单产提高功不可没。
据农业部小麦专家组实地调查分析，今年
小麦籽粒饱满，千粒重普遍增加，不但品
质良好，且亩产达到 329.9 公斤，比 2013
年提高了 11.3 公斤，再创历史新高。这
是近 5 年单产提高幅度最大的一年，单产
提高对夏粮增产的贡献率达到 98.5%。

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正逐渐标准

化、精细化。大规模机械化操作承担了深
松整地、精量播种、深施化肥、高效植保
等主要任务，促进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
步提高。

“小麦生产的良好形势，离不开各种
适用技术落实到位。”安徽省农委种植业
局局长牛运生告诉记者，今年安徽省小麦
种 子 包 衣 和 药 剂 拌 种 面 积 达 2293.7 万
亩，比上年扩大了 157 万亩；小麦深耕深
松面积共 1162.8 万亩，比上年扩大 184.5
万亩。

今年，农业部还组织开展了“加强指
导服务再夺夏粮丰收攻坚战”，分区域、
分作物制定并下发了 10 个技术方案，先
后派出 20 多个工作指导组深入主产区和
受灾区，指导农民落实田管措施。

除了依靠专家、科技组推广良法良
方，基层经销商、企业派出的技术员也成
了技术措施落地的助推力量。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介绍说，近年
来，各地深入开展粮食高产创建和增产模
式攻关，集成推广区域性、标准化的高产
高效技术模式，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据
严格测产，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 20 万亩

整建制高产创建示范区平均亩产 716 公
斤，创全国小麦大面积高产纪录。

河北省海兴县小山乡农民丁宝龙的
麦田原本是“盐嘎巴”地，十年九不收，后
来，科技人员在这里挖渠、覆膜，丁宝龙的
田地恢复了生机。据了解，像这样的盐碱
地在我国环渤海低平原地区共有 5000 万
亩，过去小麦亩产只有 400 斤左右，实施
科技增产技术后，小麦亩产如今超过了
800 斤。

科技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粮食丰产
科技工程“十二五”以来累计增产 6342
万吨，增加效益 674 亿元。目前，我国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5.2%，主要农作物
良种覆盖率达 96%以上。

此外，农业部在总结近年夏粮防灾增
产经验的基础上，集成推广深松整地、播
后镇压、浇“越冬水”等主动避灾技术，
保障了夏粮的丰收。据统计，全国小麦深
松整地 1.1 亿亩，增加 2000 多万亩；冬
前镇压 1.2 亿亩，增加 1500 万亩。通过
实施沃土工程、有机质提升项目、农业环
境治理工程等，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能力
不断提高。

“ 十 一 连 增 ”如 何 练 就
本报记者 杜 芳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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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收割机在河北省唐县淑吕村的麦田里

作业（6月 8日摄）。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河北衡水桃城区，农民利用“小粮仓”存储

小麦（7月 1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

全 国 夏 粮 生 产 数 据 显 示 ，

2014 年 全 国 夏 粮 总 产 量

2731.9 亿斤，比 2013 年增

产94.9亿斤，增长3.6%；其

中 谷 物 总 产 量 2516.2 亿

斤，比 2013 年增产 87.8 亿

斤，增长3.6%；谷物中的冬

小麦产量 2397.9 亿斤，比

2013 年增产 80.8 亿斤，增

长3.5%。全国夏粮生产连续

11年实现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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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伟报道报道：：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计师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计师
黄加才今日表示黄加才今日表示，，夏粮再获丰收是多种夏粮再获丰收是多种
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其中总体气候适其中总体气候适
宜宜、、冬小麦单产增加冬小麦单产增加、、品质提高是夏粮品质提高是夏粮
丰收的主要原因丰收的主要原因。。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20142014 年全国夏粮单产达年全国夏粮单产达
到 每 亩到 每 亩 329329..99 公 斤公 斤 ，，比 上 年 亩 产 增 加比 上 年 亩 产 增 加
1111..33 公斤公斤，，提高提高 33..55%%。。因单产提高夏粮因单产提高夏粮
增 产增 产 9393..55 亿 斤亿 斤 ，，对 增 产 的 贡 献 率 达对 增 产 的 贡 献 率 达
9898..44%%。。在全国在全国 2626 个夏粮生产省区市个夏粮生产省区市
中中，，有有 2323 个省区市实现增产个省区市实现增产。。播种面积播种面积
超过超过 30003000 万亩的万亩的 55 省合计增产省合计增产 6262..11 亿亿
斤斤，，约占总增产量的约占总增产量的 6565..44%%。。

黄加才表示黄加才表示，，去年以来去年以来，，国家提国家提
高了小麦最低收购价高了小麦最低收购价，，及时下拨粮食及时下拨粮食
直补款项直补款项，，各级政府狠抓小麦生产关各级政府狠抓小麦生产关
键技术和田间管理的落实键技术和田间管理的落实。。政策强力政策强力
支持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支持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夏使夏
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这是夏粮丰收这是夏粮丰收
的前提的前提。。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黄加才表示：

政策给力是前提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黄加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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