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种子是咱种粮的

最大保障”

清明过后，犁耙水响，正是水稻育秧黄金

时节。在四川旺苍县普济镇远景村，阳光透

过薄雾洒在村头上百个薄膜拱棚上。“长势不

错，都是好苗头！”一大早，城隍贡米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侯长润来到地头探苗情。

秧好一半禾。为了育好苗，侯长润没少

花心思：水稻浸种催芽劳力费神，去年请了 20
多名工人，还忙不过来。今年一开年，他就着

手引进一家集水稻机械化置盘、暗室叠盘催

芽、硬盘机插秧育苗于一体的育秧公司，建成

了 400 余平方米的工厂化育秧基地。

走进育秧“车间”，流水线上 4 个村民正在

忙碌。经过装底土、压实浇水、播种、覆土等

操 作 后 ，一 块 块 长 方 形 的 育 秧 盘 新 鲜 出 炉 。

育秧盘通过机械转运，用不透明的塑料布盖

严实，经过一周时间的暗室催芽，随后转到田

间摆盘，开始秧田育秧。

侯长润算过一笔细账：常规育秧，4 个人

每小时最多培育 60 块育秧盘；采用“流水线”

作业，同样 4 个人，每小时能培育 800 块，合作

社光育秧人工费就能省 10 多万元。工厂化育

秧 恒 温 恒 湿 ，出 苗 齐 壮 ，便 于 后 续 机 械 化 插

秧，每亩可增产稻米 10％以上。“今年又流转

了 200 多亩稻田，购置了插秧机、旋耕机，准备

大干一场。”侯长润信心满满地说。

春耕春种，良种先行。“好种子是咱种粮

的最大保障。”种了大半辈子地，侯长润认准

一个理儿：好种子才出好稻米。“试验田里种

了十几个品种，哪个好就推广哪个，这几年稻

种更新了四五轮。”靠着不断更新优良品种，

侯长润尝到了甜头，去年合作社盈余达 100 多

万元。

“这可不是普通水稻，这是新引进的优质

品种——野香优 9 号。产出的大米煮成饭后

嚼 劲 足 ，清 香 浓 郁 ，味 道 好 ，市 场 上 供 不 应

求。最关键的是这个品种抗倒伏，生长期短，

尤其适合稻鱼共作。”望着齐刷刷的秧苗，侯

长润说。

鱼吃稻株上的害虫，稻田不施肥、不打农

药，鱼的排泄物为水稻提供养分。“每亩节省

100 公斤复合肥；绿色稻米质量好，一斤比普

通稻米多卖 2 元；再加上养鱼收入，稻鱼共作

让合作社收入噌噌涨，一亩地能增收 3000 多

元。”侯长润介绍。

“ 这 些 年 ，我 们 在 保 障 粮 食 产 量 的 基 础

上，以市场为导向，致力于引进更加绿色、优

质的稻米品种。”旺苍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斌

说，目前全县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6%以

上，通过推广良种等手段科技增粮面积超过

20 万亩。

好种子带富乡亲。“集中育秧，统一品种，

良种率大幅提升。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合作

社的竞争力一下子出来了。”侯长润说，远景

村已经建成优质水稻种植基地，眼下，各大电

商平台里，基地产的礼盒装大米预售订单火

爆。今年，侯长润的合作社为乡亲们托管耕

地 1500 亩，提供稻鱼共作一条龙服务，乡亲们

腿不沾泥，一亩田能挣 3000 元。

“良种配良法，好种子

长出丰收粮”

清明时节，麦长三节。江苏宿迁市宿城

区 40.1 万亩小麦已进入拔节孕穗阶段。走进

水月湾家庭农场，绿油油的麦苗荡起层层绿

波。农场经营者臧耕年正在田间俯身查看麦

苗叶片，防治纹枯病是他心头的要紧事。

“这几天，我扎在田头忙着病虫草害防治

和追肥。今年麦种选得好，苗情不错，看来又

是个丰收年！”臧耕年言语中难掩兴奋。不远

处，两台自走式植保机正在这片 1200 亩的麦

田里喷洒药剂。

这片麦田种的是新品种“江麦 186”。“这

是去年我在市里组织的新品种观摩会上相中

的 。 当 时 它 刚 通 过 国 家 审 定 ，具 有 高 产 、抗

倒、抗寒、抗病等优势，我第一时间就订购了

种子。”臧耕年介绍。

“经我们培育测产，‘江麦 186’亩产 559.7
公斤，比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高出 150 多公斤，

而且它适应性广，很受农民欢迎。”中江种业

公司副总经理戴传刚介绍。

种下良种，良法跟上。戴传刚说，公司致

力于打造小麦良种配套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每年投入 350 万元科研经费，与省内外科研院

所深度合作，示范应用测土施肥、绿色植保等

先进适用技术。“良种配良法，好种子长出丰

收粮。”戴传刚说。

“好种子下地，丰收有底气，全方位农技

服务更让我吃下增收‘定心丸’。”智能监测场

防治病虫害让臧耕年印象最深。

去年 9 月份突发稻飞虱，臧耕年提心吊

胆。“多亏了智能监测场，通过大数据分析提

前预测到虫害，农技专家指导，及时对低龄幼

虫进行防治，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水月湾

家庭农场去年小麦亩均产量 595 公斤、水稻亩

均产量 700 公斤，亩均纯收益达 600 余元。

宿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张

强介绍，智能监测场是区里去年 7 月建立的农

业病虫害智能监测系统，配置有田间小气候

仪、虫情信息采集设备等智能设备。除了设

备帮忙，宿城区 30 余名农技人员到田“把脉问

诊”，培训、指导农户进行病虫草害防治、绿色

植保。

防 治 服 务 给 力 ，才 能“ 虫 口 夺 粮 ”保 丰

收。今年农作物病虫害呈加重发生态势，农

业农村部发布全国重大病虫发生趋势预报，

制定了小麦条锈病等 13 个重大病虫防控技

术方案，备足药剂药械，及时开展应急防治，

推 进 统 防 统 治 和 绿 色 防 控 ，最 大 限 度 减 少

损失。

产学研用结合，育繁

推一体化发力，提升种业

产业化水平

行走在河南滑县乡间，“西农 20”“滑育麦

1 号”等优质专用小麦长势良好。滑县每年生

产种子和优质专用粮近 20 万吨，其中一半以

上来自滑丰种业。

“去年我跟着滑丰种业繁育小麦良种，平

均亩产达 700 多公斤，公司以每公斤高于市场

价 0.2 元以上的价格回收，我每亩增收了 200
多元。”站在田埂上，枣村乡冯庄村农民张心

付 满 面 笑 容 。 今 年 他 在 繁 育 小 麦 良 种 的 同

时，又与滑丰种业签订了 1000 亩优质专用小

麦订单。

走 进 滑 丰 种 业 展 示 厅 ，各 种 玉 米 、小 麦

等优质种子琳琅满目。“粮食收成好，良种少

不 了 。”公 司 董 事 长 赵 秀 珍 从 业 40 多 年 ，培

育 出 40 多 个 适 宜 不 同 区 域 种 植 的 优 良 小

麦 、玉 米 新 品 种 ，如 今 公 司 在 海 南 建 立 育 种

中 心 ，在 西 北 建 有 繁 种 基 地 ，在 滑 县 设 立 高

科技示范园，发展成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

业集团。

“育繁推一体化发展，需要产学研用协同

用力，加快贯通种业全产业链。”小麦育种专

家、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殷贵鸿说，长

期以来，小麦种植存在“优质不高产，高产不

优质”的问题。优质小麦因为抗冻性差、产量

低等原因，“叫好不叫座”。他建议，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种业企业等强强联合，集中攻

关，协同创新，培育出高产优质、绿色高效、突

破性强的新品种。另外，精选优良新品种，鼓

励 高 产 创 建 与 示 范 展 示 ，辐 射 带 动 ，提 升 良

种率。

跟着市场种田，好种子卖上好价钱。“随

着 消 费 升 级 ，市 场 对 小 麦 品 种 提 出 了 新 要

求。”赵秀珍调研发现，周边面粉加工企业“口

味”越来越刁，优质专用小麦需求旺盛，做面

条、面包、糕点等食品需要不同的麦种。经过

考察，赵秀珍从西北农林大学引进优质强筋

小麦新品种“西农 20”，公司边试验示范高产

配套措施，边与益海嘉里、金沙河等企业精准

对 接 ，去 年“ 西 农 20”商 品 粮 订 单 量 突 破 2
万吨。

“ 做 大 做 强 种 业 ，要 持 续 提 高 产 业 化 水

平 。”农 业 农 村 部 种 业 管 理 司 二 级 巡 视 员 谢

焱说，目前全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96%以

上 ，自 主 选 育 品 种 面 积 占 比 超 过 95% ，为 粮

食 连 年 丰 收 和 重 要 农 产 品 稳 产 保 供 提 供 了

关键支撑。打好种业翻身仗，自主创新是关

键 ，下 一 步 要 加 快 推 动 核 心 技 术 攻 关 ，打 通

生产、加工、销售、技术服务等环节，促进产

学 研 用 结 合 ，育 繁 推 一 体 化 ，完 善 种 业 产 业

链，让一粒粒好种子“长”出农民富裕富足的

好日子。

题图：近日，安徽合肥肥东县牌坊乡禾丰农

机合作社社员在工厂化育秧大棚里育秧苗。

王尚云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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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 96%以上

播下好种子 丰收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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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春 耕 春 种 ，良 种 先
行。今年确保粮食总产量
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必
须提升良种保供能力。在
春耕一线，各地各部门出
实招、下硬功，着力提高农
业良种化水平，加快培育
推广优良品种，坚决打好
种业翻身仗，筑牢粮食安
全种业基石。

乡村建设，规
划先行。各地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中 ，要 立 足 实
际、保留特色，尊
重农民意愿，绘好
蓝图，建设宜居宜
业美丽乡村

泥泞村道变得笔直整

洁，白墙黛瓦错落有致，村

口的老戏台修葺一新，传

来 咿 咿 呀 呀 的 村 戏 唱 腔

……走进浙江台州黄岩区

沙滩村，别样的乡土风情

令人耳目一新，吸引不少

游人前来打卡。问及成功

经验，当地干部说：多亏邀

请专家制定了规划，让乡

土特色与现代气息交织相

融，不仅农民的生活条件

大为改善，不少人还吃上

了“旅游饭”。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

来，各地不断推进乡村建

设，在科学规划引领下，越

来越多的村子像沙滩村一

样，不仅变“美”了，而且变

“活”了。但同时，一些地

方的村庄规划不合理，有

的甚至没有规划；一些地

方村庄规划或是照搬城镇

规划、缺少乡村特色，或是

过分追求“高大上”、不方

便农民生产生活。

乡 村 建 设 ，规 划 先

行。无论是完善农村基础

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还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都离不开规划。今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建

设行动作出具体部署，强

调 加 快 推 进 村 庄 规 划 工

作，各地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中，要坚持绘好蓝图，

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有人认为，乡村点多

面广分散，村村搞规划是否有必要？推进乡村建设，

既要解决农民当前迫切的民生实际，也要为乡村长远

发展打牢基础，如果没有“施工图”，大拆大建、乱建乱

占就有可能冒出来，最终损害农民切身利益，影响乡

村全面振兴。磨刀不误砍柴工，编制规划必不可少。

但也应注意，编制乡村建设规划不是推倒重来，也不

能千村一面。各地应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积极有序

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对有条件、有

需求的村庄尽快实现村庄规划全覆盖。此外，还可利

用县乡两级国土空间规划，指导村庄有序建设。

乡土乡情是乡村宝贵的财富。编制乡村建设规

划，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保留乡村特色。因此，规划

不能盲目跟风，过分追求“洋气”，而是要注重保持乡

村独特风貌。村口的老树、院前的碾盘、街角的水井

都寄托了浓浓乡情，是不少人的美好记忆。规划应

充分挖掘特色，让老建筑修旧如旧，让老物件重焕生

机。唯有如此，乡村才能真正“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规划编制要充分尊重

农民意愿。村子怎么建，哪些短板需要补，环境如何

美化，农民群众有切身感受。在编制规划中，既要邀

请专家团队，也应充分倾听农民心声，征求农民意

见。只有集思广益，开门制定规划，才能把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今年乡村建设行动

全面启动，绘好一张蓝图，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一

年接着一年干，我们一定能把一个个乡村建设成广

大农民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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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满山青翠。“你

瞧，茶树长到半人高了，这可是大家的‘金饭碗’。”布央茶业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荣标说。

“过去守着好山好水，却没有发展起来。”吴荣标感叹，村里

常年云雾缭绕、地势险峻，高山出好茶。但一家一户几亩地，不

仅种得分散，而且管理不到位，茶叶卖不上好价钱。

适度规模种植、统一标准、集中收购……吴荣标带头在提

升茶产业发展水平上做起了文章。“发展乡村产业，最愁的就是

资金。”吴荣标坦言，“扩规模、备农资、跑市场，哪样也离不开

钱，可咱底子薄，资金经常周转不畅。”

发展乡村产业，钱从哪里来？“我们寻找致富能人，为他们提

供优质的信贷产品，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富民产业。”中国农

业银行三江支行行长韦立革说，农行开发适合农户的网上信贷

产品，系统自动审批、快速到账，农户可随借随还。

“拿到了贷款，底气更足，可以大展手脚了。”吴荣标介绍，

如 今 公 司 种 茶 面 积 扩 大 到 5000 多 亩 ，还 购 置 了 茶 叶 加 工 设

备。“我们和茶农签了订单，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茶农平均收入

增加到 1.2 万多元。”

“我承包了公司的茶园，只要管得好，收入不用愁，去年仅这一

项就收入了 1万多元。”今年 58岁的八江镇布央村村民谢西存说。

如何实现信贷供需精准对接？“数据多跑路，农民少跑腿。”

韦立革介绍，金融机构和农业部门合作，制定农户信息白名

单。工作人员走村入户，了解农户信贷需求。“我们还建立了线

上数据平台，谁的信誉好，谁有资金需求，一目了然。”

“解决了资金问题，我们的百家宴生意一下子好了很多。”

清明小长假客人格外多，三江县程阳八寨之一岩寨百家宴负责

人吴爱仙忙得脚不沾地。拿到农行的贷款之后，她翻修了农家

乐，把桌子都换成了适合摆百家宴的长桌。环境好了，有了更

多回头客，来就餐的旅行团络绎不绝。

“生意越来越红火，我们 50 多户农户一起发展，一户做几

桌菜，一天毛收入就有上千元。”吴爱仙说。

民俗文化旅游是三江县的主导产业之一，农行通过大数

据，找准有融资需求的农家乐、民宿负责人，线下一对一精准服

务，为他们提供合适的信贷产品。

“壮大乡村产业，关键在人。为了让金融更好地支持乡村

产业振兴，我们瞄准新型经营主体，为他们量身提供金融服务，

鼓励他们延长产业链条，打造品牌，开拓市场。产业活了，吸引

更多农户参与，实现了‘支持一个，带动一片’。”韦立革介绍。

金融助力，三江县乡村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茶叶、油茶、

乡村旅游等成了致富产业。自 2018 年以来，农行三江县支行

累计为专业大户投放贷款达 6100 多万元，其中为从事农产品

加工的市场主体累计放贷约 1500 万元。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

金融“活水”浇灌乡村产业
本报记者 李晓晴

近日，在四川巴中市恩阳区下八庙镇马林村魔芋种植

基地，村民忙着除草、施肥。“我们和公司签了订单，种下去

就知道能卖上好价钱，干劲更足了。”种植大户罗锐林说。

为了壮大魔芋产业，恩阳区建立“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利益链条。合作社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种植，公

司统一提供种子和技术，并保底回购，村民放心种植、

稳定赚钱。

“我们建了 7000 多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引进两条

生产线，进行魔芋深加工，对农户的带动能力不断提升。”

巴中市天果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燕介绍，前段时间，公

司出现资金紧张，恩阳区经信局积极协调融资担保，公司

通过申请贷款解决了魔芋收购资金。

恩阳区围绕主导产业进行精准招商，引进一批带动能

力强、产出效益高、市场联结紧的农业龙头企业，大力推进

农业产业园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争取专项债券、定向融

资、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促进乡村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

芦笋、畜禽养殖、生态旅游……一个个特色产业茁壮

成长。恩阳区副区长田霞介绍，“我们将持续改善营商环

境，提供更贴心的服务，让乡村成为投资创业的沃土，让

乡村产业带富更多乡亲。”

四川巴中市恩阳区

特色产业茁壮成长
毛恩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