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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推广变“专家田”为“农民田”
高产试验示范田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孵化的重要平台，既要为科技

种田“打样儿”，也要为发挥辐射作用“搭台”。同时，开展现场观摩、田间指

导和专家咨询，充分挖掘良种在产量、品质、抗性等方面的生产潜力。

春分时节，农事正忙。各地农民正在

抢抓农时，播种育苗，强化田间管理，为全

年粮食丰收打好基础。在环境资源的硬约

束下，各地继续把创建高产试验示范田作

为促进粮食增产的重要举措。但是，如何

把高产试验示范田变成“农民田”，把“专家

产量”变成“农民产量”，把小块田的高产转

化为大面积均衡增产，是当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

现在全国各地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各

类农业科技园区、试验示范田是田间地头

的现代化“生产车间”，是聚集资源优势展

示新品种、新肥料、新技术、新模式的重要

平台。从目前来看，每年各类试验示范田

的粮食产量不断刷新纪录。根据一些媒体

的公开报道，2022 年，有的地方小麦试验品

种单产超过 900 公斤，水稻实验品种单产超

过 900 公斤，玉米试验品种单产甚至突破

1000 公斤，大豆试验品种亩产突破 250 公

斤，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单产水平。根据国

家统计局资料，2022 年小麦单产 390.4 公

斤，玉米单产 429.1 公斤，稻谷单产 472 公

斤，大豆单产 132 公斤。

从各地高产攻关试验示范田高产经验

来看，试验示范田是良田、良种、良技、良

机、良制有机结合的典范，这是实现高产的

重要原因。在环境资源的约束下，各地通

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土地规模适度流

转，打破地埂界限，统一规划耕地，把小田

改造成大田，加强水利、电力、道路、农用设

施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在生产管理上，

实行统一优良品种、统一种植模式、统一集

中育秧、统一播插期、统一田间培管、统一

指导服务，把先进科技融入到整地、播种、

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到收割的每个环

节，提升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水

平。这些举措，可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土地利用效率、土地产出率效率，降低生产

成本，实现增产增效。

高产试验示范田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和孵化的重要平台，既要为科技种田“打样

儿”，也要为发挥辐射作用“搭台”，开展现

场观摩、田间指导和专家咨询，充分挖掘良

种在产量、品质、抗性等方面的生产潜力。

农业科研人员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在

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教学，可以让广大种植

户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每个新品种的特性、

栽培技术、田间管理等内容，真正要做给农

民看、引导农民干，让农民看到农业高科技

的力量，调动农民学科学用科技的积极性。

科技是稳粮增产的根本出路，是农民

种出专家田的“拐杖”。现在一些地方出现

少数大学生、硕士甚至博士变身为知识型

农民的例子，但大多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

掌握技术不多、学习积极性也不强。要把

试验示范区的“专家田”变为“农民田”，把

“专家产量”变为“农民产量”，还需要加大

农业科技推广普及力度，加强对农民农技

培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把农民培养成会

经营、懂技术、会管理的专家型农民、种田

的“新把式”。一些地方把新型职业农民纳

入农业系列评职称的评审范围，给农民颁

发初级、中级、高级证书，这有助于培养更

多“土专家”“田秀才”“乡创客”等专业技术

人才，为粮食生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

农业是弱质产业，种植比较效益低，

国家不仅要继续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

还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

区利益补偿机制，让农民种粮有钱赚、主

产区抓粮不吃亏，充分调动各级政府普及

推广农业科技

的 积 极 性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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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如何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农作

用，优化“保险+期货”业务模式，是一个

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对于进一步打好

金融助农的创新组合拳，具有重要的

意义。

众所周知，期货和保险机构积极发

挥各自优势，联合服务乡村振兴，为农

产品生产提供切合实际的风险管理工

具，特别是以“保险+期货”为代表的普

惠金融产品，受到广大农户和涉农企业

的认可与肯定。自2016年以来，中央一

号文件连续多年专门提到“保险+期

货”，充分说明这条路子走得对，试点工

作经受住了检验，今后还要继续总结各

地的创新思路和做法，大力优化和拓展

现有模式。金融机构要深入调查研究

“三农”建设的实际需求，立足自身的主

业优势，特别是善于结合多层次资本市

场的实际功能，积极发掘金融兴农的合

作机遇，形成多元投入共同服务乡村振

兴的良好局面。

进一步而言，“保险+期货”模式成

功地将原本复杂抽象的金融工具连接

到田间地头的广大农民和涉农企业，对

于金融机构来说具有很强的示范意

义。农民通过购买保险产品，将价格风

险转移至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同时向期

货公司购买场外期权，期货公司再对场

外期权对冲交易，实现风险转移。通过

上述操作，“保险+期货”模式运用期货

市场的功能，可有效平抑农产品价格波

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和“三农”发展，金融机构不仅要拿出真金

白银的诚意和支持，更要有“授之以渔”的思路和办法。广大金融从

业者要充分运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市场优势和信息优势，努力探索出

一套可复制推广的市场化运作机制。经过不断探索和创新，“保险+

期货”模式已经在生猪、玉米、红枣等多个品种上试点成功，各地积累

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经验，今后还需要继续摸索和创新。比如，根据农

业供产销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经营风险，可以考虑“保险+期货+订单农

业”“保险+期货+银行贷款”等多种金融保障形式，形成服务农业全产

业链的闭环运行模式，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保险+期货”模式的实践过程，也暴露出一些亟待改进的情

况。比如，按照现有规则要求，保险公司不得直接参与场内农产品

期货交易，目前只能通过场外市场完成相关操作。因此，应为参与

特定的支农保险机构开设准入农产品期货市场的“绿色通道”，提高

整个流程操作的运行效率。又如，有效保护农产品价格，需要大宗

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支持。国内的期交所应积极完善农产品期货期

权相关品种体系，帮助国内企业掌握农产品定价权。另外，“保险+

期货”模式如何与传统的财政支农体系有效结合，目前仍然缺乏可

复制的经验，有关部门应与地方政府和市场机构加强会商，尽快形

成多方合作、风险共担、权责明晰、阳光透明的市场化机制，更好发

挥政府与市场的支农合力。同时，参与“保险+期货”的农民人数多，

沟通成本较高，应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形成相对固定的组织机制，

做好参保农民的知识宣传、操作培训和业务执行等相关事宜，共同

打好“保险+期货”组合拳。

中消协近日发布的“第三方测

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查报告显

示，当前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

号众多，具备法人背景的账号仅占

23.4%，准入门槛低。同时，测评方

法和标准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

不齐，有的还涉嫌“以商养测”及

“以测养商”。对此，应针对从事商

业行为的测评账号进行统一备案管

理，强化测评人员审核，推进实名

制认证、商品信息认证，使测评者

和商品信息有源追溯，营造良好的

“第三方测评”环境。互联网平台

应对平台内的测评账号加强作品审

核、信用投诉管理、宣传带货管

理、账号粉丝管理。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