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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住 关 键 推 进 系 统 工 程
创建吨粮田是提高粮食单产的重要举

措之一，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抓好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等关键点。

创建吨粮田，要把提升耕地质量放在

首位。良田是提升粮食产能的保障。在高

标准农田建设内容中，土壤肥沃、抗灾能力

强应是提升农田粮食产能的重要支撑点。

但我国的高标准农田距离吨粮田还有一定

差距。在建设内容上，有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首选修路、修桥这些容易操作、量化考

核的“面子形象”工程，而对土壤肥力、农田

抗旱防涝能力等“里子”的建设相对较少，导

致出现部分有井无电、旱不能灌、涝不能排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名不副实，无法保

障粮食增产。要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过水、土、田、林、路的综合治理，把中低产

田改造为丰产田、高产田、吨粮田。加强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实施深耕深松，实现农

田 旱 了 能 灌 、涝 了 能 排 ，确 保 旱 涝

保收。

吨粮田的创建，离不开

高产品种的支持。在良田

的基础上要有与区域生

态条件、土壤条件和栽培管理水平相匹配的

良种。目前，大面积粮食实际单产水平与新

品 种 审 定 区 试 的 单 产 水 平 的 差 距 一 般 在

50%左右，产量差也恰恰是吨粮田建设的突

破口。要加快培育推广高产稳产、品质优

良、多抗广适的粮食新品种。

吨粮田创建需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

法并举。改变“重品种轻栽培”观念，加强与

新品种相匹配的栽培管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重视栽培技术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建

设管理要做到技术标准不走样，水肥管理精

准定量。对于旱地作物，可发展浅埋滴灌水

肥一体化技术，保障作物按需供水、因需供

肥。此外，自然灾害与病虫草害是吨粮田创

建无法回避的问题。作物生产的丰欠很大

程度上受制于气候与生态，病虫草害常年减

产幅度在 5%至 10%。要注重选育抗病品

种、完善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体系，推广标准

化现代植保机械，提升科学防治能力，采取

综合措施降低灾害损失，加大高端智能农机

装备应用力度，提高农机精准作业水平，降

低粮食机收损失率。

（作者系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吨 粮 田 该 如 何 创 建
——黑龙江提升粮食产能调查

实现粮食增产，确保粮食稳定供应，是当前

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的重要课题。所谓“吨粮田”，

就是年粮食亩产达到 2000 斤的农田。创建吨粮

田是提高粮食单产的重要举措之一，近年来一些

地 方 已 经 在 推 动 吨 粮 田 创 建 ，且 取 得 了 不 错

成效。

4 月下旬以来，黑龙江天气转暖，春耕生产

拉开大幕。在南方地区，粮食生产一年两熟、三

熟，不少地块能够实现“吨粮田”甚至“吨半粮

田”。但对于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而言，由于积

温不足，粮食生产一年一熟，创建吨粮田的难度

要高于南方地区。记者了解到，黑龙江的吨粮田

主要出现在玉米地块中。同时，当地的吨粮田并

非按标准水的干粮计算，而是按 30 个水的潮粮

计算。即便如此，大田农业能够一亩产 2000 斤

玉米潮粮，仍是好年景难得的大丰收。

不难看出，开展吨粮田创建，提升粮食产能

关键要在耕地保护、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农

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等方面多措并举，实现粮田

变良田，从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保护利用好黑土地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创建吨粮田，

挖掘现有耕地潜力，让有限的土地多产粮、产好

粮，就要把耕地保护放在首位。在东北地区创建

吨粮田，要保护利用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

熊猫”。

黑龙江地处东北黑土核心区，典型黑土耕

地面积达 1.56 亿亩，占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面

积的 56.1%。“近年来，黑土地‘变瘦变薄变

硬’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在东北地区创

建吨粮田，关键要把黑土地保护好。”中国科学

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张兴义告

诉记者。

2022 年 ，黑 龙 江 省 粮 食 生 产 实 现“十 九 连

丰”，粮食总产量 1552.6 亿斤、占全国 11.3%，连续

13 年居全国首位。这背后离不开黑土地保护发

挥的重要作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耕作栽培

研究所研究员钱春荣认为，在东北地区推进吨粮

田建设，一方面要改造提升中低产田，持续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快侵蚀沟治理，

防止侵蚀沟破坏良田。

侵蚀沟是黑土地的“伤疤”。侵蚀沟损毁耕

地，会导致耕地破碎化、耕层变薄、地力下降。目

前，东北地区侵蚀沟仍呈加剧发展趋势，毁损耕

地面积仍在扩大，威胁粮食安全。“黑土‘变瘦变

薄变硬’影响粮食产量，而侵蚀沟直接破坏耕地，

因此治理侵蚀沟是黑土地保护的一项重要内

容。”张兴义说。

在绥化市海伦市前进镇光荣村，记者看到，

高标准农田建设沟渠相连、田间道路宽阔，一条

条侵蚀沟通过多套技术集成应用，正得到有效治

理，复垦后土地实现连片经营，大型农机具再也

不用对侵蚀沟望而却步，既降低了耕作成本，也

提高了生产效率。

光荣村侵蚀沟治理采用的是张兴义团队研

发的沟毁耕地秸秆填埋复垦修复技术。“我们先

把打捆的秸秆投入侵蚀沟内，把侵蚀沟垫高，同

时在沟底布设暗管，并间隔增设渗井。水流会沿

渗井垂直入渗，变侵蚀沟地表径流为地下暗流。”

张兴义说，东北地区侵蚀沟治理数量多，必须考

虑成本问题，通过秸秆填埋就地取材，可以节省

成本，还能让侵蚀沟地块重新实现连片经营，有

利于提升粮食产量。

针对黑土地保护，黑龙江提出了新目标：到

2025 年，全省累计建成集中连片、节水高效、旱涝

保收、高产稳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1.1085

亿亩，累计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1145 万亩；完成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76 万平方公里，治理侵

蚀沟 5621 条。此外，实施“5+2”田长制，因地制

宜推广黑土地保护利用“龙江模式”“三江模式”，

重点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扩大黑土地保

护面积。到 2025 年，全省黑土地

保 护 面 积 达 到

5600 万亩。

生产链条协同发力

从时间上看，耕地保护是一个长期系统工

程。那么如何在短期内有效创建吨粮田，提升粮食

产能，让有限的土地多产粮？要从农业生产全链条

发力，通过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的有机融合，提高

粮食生产规模化、智能化、机械化、集约化水平，从

“经验种田”向“科技种田”转变，改变“靠天吃饭”现

状，让农业插上科技翅膀，提高粮食单产水平。

“这两年丰收，水稻亩产能达到 1400 斤。但

黑龙江纬度高、积温低，水稻要实现吨粮的难度

较大。”作为绥化市绥棱县上集镇宝田村的种田

“老把式”，50 多岁的刘军常年和土地、粮食打交

道，经验丰富。在他看来，种地投入和产出成正

比，要想把地种好，就要保证农业生产耕、种、管、

收各个环节不掉链子。

“这两年水稻收益低于玉米，不少农民开始

‘水改旱’，但旱田流转价格因为玉米丰产丰收而

水涨船高，农民种地成本逐年上涨，不太舍得投

入，势必会影响粮食产量。”刘军说，稳定地价和

稳 定 粮 价 同 样 重 要 ，否 则 会 影 响 农 民 种 粮 积

极性。

为了帮助农民种田从“靠经验”向“靠科技”

转变，宝田村建起了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示范

区内新建了智能浸种催芽车间，相比过去农民在

传统土炕上催芽，大幅提升了出芽率，保证芽齐

芽壮，以确保后期产量。在智能浸种催芽车

间不远处，200 多座育秧大棚里，秧苗长

势喜人。

“我们采用标准秧盘，你看苗长得

又齐又壮。5 月中旬气温回暖达到插

秧要求，就能够大面积插秧了。”宝田

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康树军

指着眼前的秧苗说，标准秧盘起秧

时更便捷，用插秧机提升了效

率。合作社还拥有各类大型机

械 30多台（套），服务于全村农

业生产，应对农村劳动力减

少、人力成本抬升的难题。

与 绥 棱 县 相 邻 的 庆

安 县 ，是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产品“庆安大米”的种植

地，今年水稻种植面积

近 150 万亩。在庆安国

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

示基地的田间地头，能

看到高清摄像头、小型

气象站、温湿度传感器

等农业物联网系统的前

端设备。通过终端数据

平台，技术人员可以获

得耕地信息、土壤信息、

气象信息等数据，实现

农业生产全程监控、数

据记录分析等功能。

“ 我 们 推 广 应 用 水

稻超早钵育、钵体摆栽、

稻鸭共育、节水控灌、无

人机绿色防控等技术，

集成推广无人机施肥、植保立体化生产管理模式，

结合植保监测、农业物联网，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

率和标准。”庆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范

军说。

推广应用先进技术

创建吨粮田，要因地制宜采用先进技术。地

处松嫩平原西部风沙干旱地区的北大荒集团齐

齐哈尔分公司，今年把推广应用无膜浅埋滴灌水

肥一体化技术作为提升粮食产能的重要举措。

4 月下旬，地处黑龙江第一积温带的泰来农

场率先开始玉米大面积播种。与以往不同的是，

大型播种机在播种的同时，将一条条黑色的滴管

埋在了距离地面 2 厘米至 3 厘米的浅土层中，覆

土镇压一气呵成。这条黑色的滴灌带将伴随玉

米整个生育期，在拔节、抽雄吐丝、灌浆等关键时

期，及时为玉米提供水分和养料。

“玉米大垄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能让我们播种后第一时间对种子进行给水，保证

芽齐、芽壮、出苗一致，不仅省工省时，还能提高

肥效的利用率，为玉米稳产增产、创建吨粮田提

供可靠保障。”北大荒集团齐齐哈尔分公司泰来

农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赵忠忱说。

2021 年，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首先

在绿色草原牧场小范围试验，玉米产量就达到每亩

819.77公斤，是该场类似条件地块近年来常产的近

1.26倍。2022年，北大荒集团齐齐哈尔分公司将滴

灌面积扩大到 3.6万亩，并有针对性设置不同区域

的滴灌标准化示范田布点，泰来农场玉米滴灌示范

田每亩实收1120公斤，实现了玉米吨粮田。

当地种植户常说，“遇到春旱扒层皮，刨坑、

坐水、保苗，春旱烤的是苗，熬的是人”。每一粒

播进地里的种子都可能遭遇伏旱和大风高温天

气，遇到这种自然条件，粮食想稳产都难。为把

“旱帽子”摘掉，实现旱地突围，无膜浅埋滴灌水

肥一体化技术的引入，成为破解旱田增产增收难

题的重要举措。

两年来滴灌示范地块的增产效果，让当地种

植户看到了先进技术的优势。相较传统的灌溉

方式，无膜浅埋滴灌技术能更加有效地调节土壤

的水分和养分，不存在膜下滴灌的地膜回收难、

白色污染重等问题，同时也让本区域玉米产量得

到大幅提升，单产可提高 200 公斤至 300 公斤，保

障本地区玉米的稳产高产。

“我们这里比较干旱，灌溉条件有限,不容易

出苗，而且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差。应用了新技

术好多了，滴灌管铺好后，能及时给水给肥，还降

低了成本，种地更省心，效益也增加了。”泰来农

场种植户刘岩峰说。

今年，齐齐哈尔分公司将推广滴灌 13 万亩，

通过提升农机环节作业质量，强化农时农事方面

管理，引导种植者、

土地经营者转变旱田粗放管理

观念，提升农业标准，实现滴灌地块平均亩

产提高 15%以上，将会有更多地块实现创建玉米

吨粮田的目标。

转换生产经营方式

创建吨粮田，不仅需要良田、良种、良法、良

机、良技全方位发力，更要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上实现变革。通过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让小农

户融入现代大农业，改变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实

现有限的土地多产粮、产好粮。

记者来到绥棱县克音河乡九井村，这个户籍

人口 1700 多人的村子，留守人口只有 300 多人，

面临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农忙时节

种地难、种地收入低等问题曾困扰着村子。如何

让地有人种、种得好？

“村里人大多数外出务工，闲置土地以前都

是流转出去，每垧地流转费用约 1.3 万元。现在

通过土地托管，合作社负责全村土地耕种管收全

过程的生产经营，到年底集中分红。去年，村民

每垧地分红 2.2 万元，相比自己种地和把土地流

转出去都要多挣钱。”九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监

事冯喜文告诉记者，合作社雇佣年富力强的农机

手生产，比一家一户单打独斗提高了生产效率。

土地托管后，农民还能抽身从事其他工作。

据测算，通过统一整地、统一供种、统一耕

作、统一施肥、统一用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集

中 分 配 等 模 式 ，每 亩 可 降 低 种 植 成 本 70 元 左

右。由于规模经营，大型机械不跑空车，每亩可

节约成本 15 元左右。通过良田、良种、良法、良

机、良技集约配套，有效促进粮食增产。

“到 2022 年末，全村粮食产量、托管面积实

现四连增。大豆最高每垧产达到 8300 斤，玉米

最高每垧产达到 3.2 万斤，土地托管 1.2 万亩，基

本上实现了整村土地托管。”九井村党支部书记

蒋庆财说。

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家队”，北大荒

集团积极将垦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移植到地

方，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2022 年，北大荒集团

北安分公司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到 491

万亩，辐射 11 个县（市），增产粮食 1.72 亿斤，有

力带动了农村农业生产发展。

“创建吨粮田，要在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种

植上发力。”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农业发展部总

经理迟宏伟说，北安分公司将多年积累的栽培技

术和管理标准进行总结、提炼，构建了一整套科

学、完整、高效的农业生产科技体系。通过农业社

会化服务，打破了垦区和地方的行政、地域界限，

有力推进区域农业一体化发展，新技术、新措施、

新模式得以广泛推广应用，有效提升粮食产能。

创建吨粮田，提高粮食产能，小农生产方式

亟待转变，需加快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通过

优化土地、人才、科技等要素配置，实现农业生产

效益提升、推动农业转型升级。黑龙江提出，到

2025 年将发展示范家庭农场 2 万个，省级以上农

民合作社示范社 1150 个，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

务面积达到 6000 万亩。

“黑龙江将全力实施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

为全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提供强

有力支撑。”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表示，黑龙江将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努力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率先

突破、作出示范、当好排头兵。

保障粮食安全，关键是要保粮食

生产能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粮

食生产作出系列部署，首次提出“开展

吨粮田创建”。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

8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但受自然

条件、种质资源、农业技术等多重因素

影响，粮食产能越往上走难度越大。

高 点 之 上 ，如 何 实 现 粮 食 产 能 新 跃

升？吨粮田该如何创建？春耕时节，

记者来到农业大省黑龙江，探寻当地

提升粮食产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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