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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稳产增产底气从哪里来
多措并举挖掘增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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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1 月份，随着疫情形势明显好转，消费者消费信心及收入水平逐步恢复，有

力促进了建材家居消费回升，加上春节前促消费氛围浓厚，建材家居刚性需求有所

释放。

□ 今年房地产市场信心有所恢复，预计未来部分核心一二线城市将率先迎来建材

家居市场复苏；加上今年二手房房价环比跌幅有所收窄，楼市活跃也为存量房的再装修

提供了可能。

随着我国粮食供需关系发生变

化，粮食增产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要举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全力抓好粮食生产，确保全

国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

然而，受环境资源等因素制约，粮

食增产难度越来越大。要实现粮食

增产，应从稳住面积和主攻单产两

方面着手，不断挖掘粮食增产潜能。

稳定播种面积是粮食增产的基

础。要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

坚决遏制“非农化”、有效防止“非

粮化”。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逐

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

农田。要坚持良田粮用大原则，良

田好土要优先保粮食。要恢复和发

展多季粮食种植，积极发展多种粮

食 生 产 ， 拓 宽 粮 食 稳 产 增 产 渠 道 。

南方省份是我国粮食重要产区，要

充分利用光热条件好、水资源充沛

等 有 利 条 件 发 展 多 熟 制 粮 食 生 产 ，

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再生稻。要大力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帮助农民种

好地，尽可能稳住和扩大粮食面积。

在耕地有限的条件下，主攻粮

食 单 产 是 确 保 粮 食 增 产 的 重 要 途

径。要针对大豆玉米单产水平较低

的问题，实施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

程。要开展吨粮田创建，突出抓好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个关键

点。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

中低产田改造为丰产田、高产田、吨粮田。持续抓好种业振

兴，加快培育推广高产稳产、品质优良、多抗广适的粮食新

品种。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研发推广先进农

机，提升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提高玉米机收、水稻机

插以及丘陵山区等薄弱环节机械化水平。加快研发推广玉米

高产密植栽培技术、小麦玉米连作高产栽培技术、稻麦连作

高产栽培技术等高产高效栽培新技术。通过良田、良种、良

机、良法的有机融合，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粮食生产受环境、资源、科

技等多重因素制约，增产难度越来越大。任何省区市，无论

耕地多少，都要承担起粮食生产责任。今年有关部门继续把

经国务院同意的粮食生产目标任务下达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分品种压实种植面积。从今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看，绝

大部分省份对今年粮食产量提出要求并提出具体的产量目

标，安徽、四川和新疆调高了粮食生产目标，其他省份粮食

生产目标基本与去年持平。各地实事求是，制定了切实可行

的粮食生产目标，值得称道。

事虽难，行则必成。粮食增产难度虽然很大，但只要努

力，粮食产量一定可以跃上新台阶。要健全农民种粮挣钱得

利、地方抓粮担职尽责的保障机制，压紧压实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各地要落实落细各项扶持

政策，调动一切资源，想尽一切办法，新增千亿斤粮食产

能，确保不折不扣完成粮食生产目标任务，为粮食增产作出

应有的贡献。

今年的安徽政府工作报告把粮

食产量目标从去年的 800 亿斤以上上

调到了 820 亿斤以上。粮食增产，安

徽底气何在？

粮食要增产，种子是关键。2022

年以来，安徽聚焦打造种业强省目标，全面实

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种业创新攻关、企业

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五大行动，打出

推进育种自主创新、加强种业基地建设、争

取财政资金扶持、强化金融资本支持“组合

拳”，种业振兴取得了良好成效。安徽农作

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8%，种业集聚效应开始

显现。比如，宿州依托国家玉米改良中心科

研优势，打造亩产 800 公斤的玉米高产示范

点，辐射带动大面积增产。“2023 年，我们将进

一步扩大复合种植面积。通过 3 年至 5 年选育亩

产 260 公斤以上高蛋白大豆品种并在宿州市推广

示范 5000 亩以上。”宿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战

杰说。

推进大托管，生产现代化。以淮南市凤台县古

店 乡 古 店 村 为 例 ，2022 年 ，古 店 村 午 季 托 管 耕 地

1200 亩种植水稻，平均节约成本 105 元/亩，亩均增

收约 140 元。村集体单季通过托管服务收入 6 万

元。目前，大托管模式已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最新

组织形式，得到迅速推广。阜阳市农业农村局改革

与合作经济指导科科长陆地表示，作为粮食主产区，

2023 年，阜阳市将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大托管”服

务模式，大力发展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

社会化服务，全年新增“大托管”面积 120 万亩以上、

总面积达 550 万亩。

小田变大田，有效增良田。近年来，安徽省农业

农村厅鼓励各地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及市县

出台奖补政策推动等，因地制宜开展“小田变大田”

改革试点。通过田埂垄沟复耕、废弃沟塘治理、生产

道路整合等方式，零散边角地块得到利用，普遍增加

3%至 10%左右的耕种面积。比如，淮北市濉溪县五

沟镇庙前村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改造耕地

1 万亩，增加有效耕种面积 747 亩，耕种条件得到了

显著改善。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鹏告诉记

者，2019 年以来，马鞍山通过“小田变大田”，田块数

量由 9.57 万块减少到 2.93 万块，减幅达 69.4%，平均

田块面积由 1.3 亩扩大到 4.2 亩，有效耕种面积增加

约 3700 亩，预计到 2025 年将增加有效耕种面积约

1.2 万亩。根据《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到

2025 年，安徽省建成 6250 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

升 630 万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坚决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力

争中国饭碗多装安徽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卢

仕仁表示，安徽正在谋划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运用市场化、产业化方式探索粮食增产新路径。

新疆是农业大区。近年来，新疆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持续

推动农业强区建设，已初步形成以粮、

棉、果、畜特色农业为重点的现代农业

发展格局，粮食总产量连年增长。2022 年，新疆粮

食总产量 1813.5 万吨，较上年增加 77.7 万吨，增量居

全国第一。其中，玉米亩产最高达 1663.25 公斤，创

造了全国玉米高产纪录。

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要的粮仓，第四师可

克达拉市连续 10 年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杂

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2022 年可克达拉市粮食平均

单产 660 余公斤/亩。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党委

书记、政委李成盛表示，2023 年，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将持续在优质量、扩增量、提产量上下功夫，加大科

技创新，积极开展粮食作物高产创建，力争总产超过

100 万吨。

塔额盆地是新疆的粮食主产区域之一。塔城地

区 2023 年力争实现粮食播种面积 450 万亩以上，产

量 360 万吨以上。“今年我们将开展耕地质量提升行

动，示范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面积达 250 万亩

以上，开展深耕深松整地作业面积 100 万亩，全地区

推广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绿色高质高效集成技

术面积 680 万亩。”塔城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蒋焕伟表示。

粮食安全是农业发展的底气所在。新疆耕地面

积超过 1 亿亩，总体规模位居全国第五位，加强耕地

保护，对粮食稳产增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

来，新疆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善农田基

础设施建设，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截至目前，新疆

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5003万亩，其中，2022年建成高标

准农田 715.38万亩，超出国家下达任务 71.38万亩。

“新疆水资源总量 834.4 亿立方米，居全国前列，

但制约新疆农业发展的是，水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

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尹飞虎表示，新疆将加强水资

源优化配置，系统推进重大水资源配置和调蓄工程

建设，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以水定地、因

地制宜扩大耕地种植面积，系统谋划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统筹实施高效节水灌溉。

今年，新疆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力争通

过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和种植结构，增加粮食种植面

积，实施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和以小麦、玉米为重点的

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增加粮食种植面积 480 万亩，粮

食产量力争达到 2000 万吨左右，为全国粮食安全作

出贡献。

四川是全国 13 个粮食

主产省之一，也是西部唯一

的 粮 食 主 产 省 。 今 年 1 月

份，四川印发了《建设新时

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行动方案》，将实施

一系列政策措施，实现农业现代化强省目

标。2023 年，四川将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

定在 9500 万亩以上，粮食产量稳定在 715

亿斤以上。

当前，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关键阶段的

四川，提出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严守耕

地红线，集中力量探索整市整县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等多

项举措，不断推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保护耕地的意识有多强，听听一线种

植户怎么讲。“从最初在陈河社区承包 400

亩土地到现在的 1295 亩，我眼见一片片撂

荒地复垦，小田并大田，大型机械也有了用

武之地，我们要和田长一起，保护好每一块

耕地，决不让良田好土丢一分、少一寸。”成

都市大邑县陈河社区的种粮大户曾旭说，

守田、护田就是捂住了自家的钱袋子。

围绕守牢该省耕地保护红线，四川提

出加快健全耕地保护长效机制，强化源头

管控并切实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作用，

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和进出平衡制度，

从严从实监督执法。

“2022 年，四川遭遇了高温干旱天气，

我们合作社的农田依然保持高产，就是得

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极大改善了灌溉条

件。”成都市大邑县旭成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万富旭告诉记者，旭成专合社

所在的安仁镇天府粮仓粮油产业园区已实

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覆盖，园区道路通达

度、灌溉保证率均达到 100%。

截至 2022 年，四川已累计建成的高标

准农田 5400 余万亩。今年，四川将高质量

完成 425 万亩新建和改造提升的年度任

务，坚决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攻坚战。

四川三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滕章华在德阳市中江县流转了 1370 亩土

地种植小麦、水稻。他告诉记者，目前每

亩地每年可获得补贴 100 元。“引进良种

提高产量，全程机械化提高效率，规模化

种植提高产值。现在还可以享受很多惠

农政策，比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稻谷种

植 补 贴 等 ，好 的 政 策 让 我 们 种 粮 更 有 底

气！”滕章华说。

围绕提高种粮收益等问题，四川还提

出支持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在产粮大

县全覆盖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

险，把中央和省级财政对粮食生产机具购

置补贴比例提高到 40%，新评定的省星级

现代农业园区中粮油园区数量占比原则上

不低于 40%。

“四川正在推动粮食生产由数量增长为

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四川省农

业农村厅副厅长肖小余介绍，在生产方式

上，四川将积极发展绿色、生态、高效模式，

强化科技支撑，提升机械化生产水平。在经

营方式上，将小户分散经营转到规模化、集

约化、产业化经营上来，培育壮大新型经营

主体，开展全程社会化服务。在产业融合发

展上，抓好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

“春节前卖场的人气明显就上来了，再结合卖

场和门店的新春促销活动，这段时间的营业额有

了明显上升。”北京北三环某家居卖场一家主营陶

瓷卫浴产品的杨女士告诉记者，建材家居卖场正

迎来久违的热闹氛围。

不只是北京市场，全国建材家居市场活跃度

都有明显提升。反映建材家居装饰装修材料景气

度及市场走向的全国建材家居景气指数 （BHI）

显示，1 月份 BHI 为 95.62，环比上涨 6.69 点。全

国规模以上建材家居卖场 1 月份销售额为 783.95

亿元，环比上涨 9.15%。

“这个情况比较少见。可以说，全国建材家居

市场都在回暖。”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会长秦占

学表示，一般而言，往年 1 月份的指数情况会比

上一年 12 月份的数据略差。加上今年春节时间较

早，1 月份营业天数短，且 2022 年 1 月份 BHI 是基

于前期高位基础之上的，因此，今年 1 月份 BHI

及规模以上建材家居卖场销售额能取得环比上涨

的好成绩，实属不易。

未来建材家居市场的发展趋势怎样？中国建

材流通协会行业研究部分析认为，今年 1 月份，

随着疫情形势明显好转，消费者消费信心及收入

水平逐步恢复，有力促进了建材家居消费回升，

加上春节前促消费氛围浓厚，建材家居刚性需求

有所释放，因此，即使在传统冬季淡季及春节假

期影响下，BHI 仍然环比上涨，市场表现“淡季

不淡”。

从房地产市场情况看，市场主基调仍以稳为

主，1 月份全国楼市利好政策持续发布，房地产市

场信心有所恢复，预计未来部分核心一二线城市

将率先迎来建材家居市场复苏。

从房价情况来看，今年二手房房价环比跌幅

有所收窄，楼市活跃也为存量房的再装修提供了

可能。秦占学认为，消费者装修刚需正在逐步释

放，而且出现消费升级的情况，这种消费升级也

是疫情催化下的升级，人们对于安全、康养、抗

菌等方面的要求更多了。建材家居卖场开始回暖

是必然趋势。

此外，作为 BHI 的重要分指数，人气指数为

130.67，环比下跌 36.55 点，环比降幅第一；而购

买力指数为 55.32，环比上涨 15.72 点。二者形成

“看少买多”的反差，再次印证建材家居刚性需求

逐步释放，未来市场活跃度仍将提升。

本 次 环 比 涨 幅 第 一 的 分 指 数 为 “ 经 理 人 信

心 指 数 ” 这 一 先 行 指 数 ， 月 值 为 180.59 点 ， 环

比 上 涨 87.74 点 ， 同 比 上 涨 63.86 点 ， 其 绝 对 值

为 65.46，按业内普遍认知，高于 50 看好后市、

低 于 50 看 弱 后 市 ， 可 见 在 当 前 宏 观 经 济 形 势

下 ， 企 业 对 近 期 建 材 家 居 市 场 恢 复 发 展 预 期

向好。

据国家统计局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

的 1 月 份 中 国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 为

50.1%，比上月上升 3.1 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

上，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专家表示，这会

带动建材家居市场的蓬勃发展。另外，随着各项

促消费政策的持续落地，建材家居市场的消费潜

力不断被激活，市场预期相对乐观。

2 月 22 日 ，山

东省临沂市平邑县

地方镇大广良村的

农民为土豆覆膜。

武纪全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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