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玉米谷雨花，谷子抢种至立夏。”4 月

的淮河平原，一株株麦苗迎风摇曳。“看天看地

看苗情，返青追尿素，拔节追氮钾，孕穗补微

肥。”“叶子竖起来，肥水刚刚好。”“小麦返青拔

节以后，务必做好一喷三防……”这几天，安徽

凤台县店集村微信群里的服务信息“嘀嘀”地

响个不停。

当前，南方早稻进入栽插高峰，北方冬小

麦处于拔节孕穗阶段，各地春耕生产掀起热

潮。今年粮食生产形势如何，农资、农机备得

怎样，记者走进田间地头进行了调查。

稳面积、稳产量，种粮
农民吃上定心丸

“政策给力，大伙儿吃了定心丸，种粮底气

越来越足！”凤台县沿淝糯米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陈宏斌感慨，今年的好政策密集出台——籼

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每斤提高 1 分钱，玉米、大

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保持稳定，粮食作物完全成

本保险、收入保险试点扩大……

目前，合作社种了 800 多亩优质冬小麦，中

籼稻进入备土育秧阶段，面积比上一年扩大了

1000 亩。“整个 4 月，麦稻两头要兼顾好。管好

小麦，亩产能增加两三百斤，给水稻配好营养

土，为秋收打牢基础。”踩准生产节奏，陈宏斌

和社员们干劲十足。

“一年之计在于春，要出实招，确保全县粮

食面积、产量只增不减。”凤台县农业农村局农

业科科长刘胜强介绍，今年春耕期间，县里利

用闲置地和撂荒地，组织农技人员送技术下

田，提升粮食产能，落实好农机购置补贴等惠

农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眼下，全县小

麦种植面积稳定在 69 万亩。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

播粮食已播 12.5%，进度同比持平。其中，春

玉米已播 9.3%，薯类已播 38%，南方早稻已育

秧 81%、已 播 栽 40.4%。 此 外 ，全 国 中 稻 育 秧

已达 23.9%。

随着气温回升，春季田管进入关键时期。

据全国农作物病虫害测报网监测和专家会商

分析，受多因素影响，今年小麦、水稻、玉米等

粮食作物病虫害防治形势严峻。

凤台县利用大数据监控平台助力“虫口夺

粮”。“病虫害信息通过无线传输，自动上传至

数据库，农技人员可以系统分析，指导科学用

药，规范田间作业。”县植保站站长蔡广成说，

这一智能化植保模式，能确保“镇不漏村、村不

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地”。

目前，湖北、陕西、河南、四川等地已累计

实施小麦条锈病防治面积 1725 万亩次，云南、

广东、广西等省份累计实施草地贪夜蛾防治面

积 105 万亩次，做到应防尽防。

增品种、优结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提质增效

“今年种什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

入推进，让这个老问题有了新答案。

“市场缺什么，咱就种什么。”山东德州市

陵城区丰润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文昌坦言。春

节前，他流转的 1080 亩地就做好了规划——

100 亩开展小麦品种试验，剩下的 900 多亩种

优质小麦、优质玉米和花生。

“规模上去了，更要讲究品质。现在地里

种的小麦是济麦 22，这个品种产量稳定、抗病

性强，跟省农科院签了订单协议，每斤收购价

能高 1 毛钱。”王文昌说，“别小看这 100 亩试验

田，每年二三十个品种精耕细作，能帮我们筛

选出适销对路的好品种。”

农业种为先。陵城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

管理股股长张照坤介绍，为了提高作物良种

覆盖率，去年区里利用第二批国家区域性良

种繁育基地奖励资金，建成 1.5 万亩规模化小

麦良种繁育基地，收获后给全区统一供种，对

种子的纯度、净度、水分等指标严格把关。

在德州市，农作物良种已全面推广应用。

其中小麦、玉米优质高产主推品种，占到全市

种植面积的 80%以上。

品种提上去，结构优起来。农业农村部明

确提出，全年粮食生产要实现“两稳一增”，即

稳口粮、稳大豆、增玉米，预计在东北地区和黄

淮海增加玉米面积 1000 万亩以上。根据各地

种子市场反馈，东北农户购买玉米种子增多，

黄淮海夏玉米种子需求量总体稳定，玉米品种

需求结构更加优化，高产、抗倒、适宜机收的品

种受到市场追捧。

看准市场走势，王文昌结构调整思路清晰：

“去年玉米种了 800 亩，今年打算扩种到 1000
亩，4 月底给玉米配底肥，播种面积得早早敲

定。”在陵城区，伴随饲料需求增长，玉米价格呈

恢复性上涨，每斤收购价达到 1.43元左右。

延伸产业链，种养加结合成趋势。王文昌

介绍，合作社肉牛养殖场已经投产，初步实现

了“秸秆变饲草、牛粪变肥料”的良性循环，再

加上测土配方施肥方案，有效改良了土壤肥

力。种植的花生、大豆加工成食用油和五谷杂

粮，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去年合作社销售额达

到 50 多万元。

技术新、项目全，粮食
生产性服务有保障

广东省开平市水口镇黎村的田里，机声隆

隆。几台履带式旋耕机在田里耕作，一架农用

无人机在低空作业。

“过去旱地里打田用手扶拖拉机，一天顶

多干三四亩。现在用旋耕机，一天轻轻松松作

业 七 八 十 亩 ，无 人 机 直 播 一 小 时 就 扫 完 100
亩。”开平市群峰合作社负责人区瑞华说。凭

借先进的机械化设备，过去备耕两个月都干不

完的活，现在 10 多天就能全部完成，而且人工

成本降到原来的 50%。

物 联 网 、遥 感 技 术 等 农 业 新 技 术 ，成 了

农 民 春 耕 春 管 的 好 助 手 。“ 看 苗 情 、查 虫 害 ，

过 去 全 靠 地 里 转 悠 ，有 了 遥 感 监 测 ，不 但 能

随 时 知 道 900 亩 地 里 的 风 吹 草 动 ，还 能 获 取

定 制 化 解 决 方 案 。”山 东 商 河 县 孙 集 镇 袁 窦

村 种 粮 大 户 王 瑞 珍 打 开 手 机 上 的 智 农 客 户

端 ，“ 点 击‘ 长 势 诊 断 ’，红 色 表 示 苗 弱 ；点 击

‘ 冠 层 含 水 ’，深 黄 色 表 示 缺 水 ，作 物 长 势 一

目了然。”

为王瑞珍提供技术服务的中化 MAP（商

河）服务中心负责人杨宠巍介绍，通过线上智

农系统遥感监测及线下实地巡查，发现农户地

块存在的问题，给出定制化解决方案，“比如，

对发生根部病害的地块，我们会建议农户着重

进行杀菌喷雾作业，避免病害蔓延，同时喷施

叶面肥，促进弱苗转壮，增加有效穗，从而保证

产量。”

据农业农村部预计，今春全国有超过 2200
万台（套）农机具投入农业生产。统计显示，全

国各地已完成机手和修理工培训 248.6万人次。

春耕期间，千村万户的生产需求如何满

足？90 多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正在田间

大显身手。

“我们为当地农户的稻田提供统防统治、

统配统施服务，春耕期间指导农民使用拌种剂

防止烂秧，插秧之前打上送嫁药，预防病虫害

等。”广东省台山市江门天禾农业服务公司副

总经理黄昭沛介绍，今年公司还在周边乡镇探

索水稻种植全程托管服务，为农户提供“犁田、

耙田、插秧、除草、施肥、杀螺、病虫害防治、收

割”一条龙服务。

专业的社会化服务，让田野绿意更浓了。

“现在种田轻松多了，环境也变好了！”台山市永

晖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冯承志感叹，地

头随意丢弃的农药瓶不见了，田里还有了鱼。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社会化

服务处处长李琳介绍，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

和全产业链发展趋势，目前各地的生产托管

服务正逐步向果菜茶等经济作物拓展，由产

中 向 产 前 、产 后 环 节 延 伸 ，不 断 提 高 农 资 供

应、集中育秧、烘干、仓储、保险、冷链等环节

的社会化服务水平，让更多小农户进入现代

农业发展轨道。

强农惠农举措力度不减，新品种新技术加快推广

政策到田头 种粮心劲足
本报记者 郁静娴 李晓晴

近年来，农行云南省分行

以 创 建“ 一 县 一 业 ”示 范 县 为

契 机 ，助 力 质 量 兴 农 、绿 色 兴

农 、品 牌 强 农 ，做 优 做 强 特 色

产业，服务乡村振兴。截至 3
月 末 ，该 行 新 增 县 域 贷 款

65.11 亿 元 ，为 县 域 产 业 发 展

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图为元谋县黄瓜园镇农民

在葡萄园采摘葡萄。

梁志强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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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 时 节 ，在 河 南

省 滑 县 的 优 质 小 麦 项

目区，长势喜人的麦苗

让种粮大户喜上眉梢，

“种子优、长得好，卖价

肯定错不了。”籽种好，

一 半 谷 。 越 来 越 多 的

种 粮 农 民 意 识 到 好 种

子的重要性。近年来，

我 国 种 业 发 展 取 得 明

显成效，中国粮主要用

上了中国种，农作物良

种 覆 盖 率 超 过 96% 。

良 种 供 给 能 力 不 断 提

升，为粮食连年丰收和

重 要 农 产 品 稳 产 保 供

提供了有力支撑。

良 种 还 得 配 套 良

法。在基层采访听到有

的农民反映，一些种子

企业只供应种子，不提

供跟踪服务，有时播下

了好种子，但由于病虫

害防治、绿色植保等跟

不上，反而让产量和效

益打了折扣。

据测算，在生产条

件 相 同 、投 入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通 过 提 高 农

业 技 术 到 户 率 ，粮 食

单 产 提 高 幅 度 可 达 10% 以 上 。 我 国 粮 食 生 产

十七连丰的背后，既有粮食优良品种的巨大贡

献，也离不开病虫害防治、土地“营养餐”、耕种

收 机 械 化 率 等 技 术 配 套 。 正 是 有 了 这 些 农 业

科技“组合拳”的保驾护航，才让粮食生产告别

“看天吃饭”，让我们牢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

由此可见，打好种业翻身仗，不仅要在良种

培育关键环节下力气，也要在配套良法推广方

面多花功夫。

好种子繁育出来后，如何走进千家万户？关

键在推广应用。要让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切合广

大农民的实际需求，易学好用，就要从完善机制

入手，健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加快畅通农

技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农技人员到田间手把手

地教，把更多的良种良法送到农民身边。与此同

时，培育更多的“土专家”“田秀才”，引导他们做

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让农民看得见、学得会、

用得上。

让更多好种子长成丰收粮，要增强全链条服

务意识。种子从繁育到耕种，涉及众多环节，要

鼓励种业企业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

设，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既要打通生产、加

工、销售、技术服务等环节，也应注重种植技术服

务与生产性社会化服务相配套，优化配方施肥、

病虫防治等配套管理技术，提供统一供种、土地

托管、全程机械化等社会化服务，解除农民的后

顾之忧，稳定他们的种粮收益，让良种真正实现

节本增效。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让一粒粒“金种子”

配套新技术，打好种业翻身仗，就能更加牢牢把

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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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畅通农
技 服 务“ 最 后 一
公里”，增强全链
条 服 务 意 识 ，让
一粒粒好种子配
套 新 技 术 ，打 好
种 业 翻 身 仗 ，牢
牢把握粮食安全
主动权

太行山麓，草木青青，如诗如画的风光定格在河南焦

作山阳区巡返村。“依托好风景，村里邀请专家，挖掘旅游

资源，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让村民吃上‘旅游

饭’。”巡返村村支书赵福运说。

为了让好风景变成好前景，巡返村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改造，实施清除垃圾、改厕、改水、改气。如今，巡返村

一条条村道笔直整洁、房前屋后花草成荫，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村民的幸福感满满。

赵福运介绍，现在村里环境好了，发展旅游更有底

气了。在政策支持下，村里大力推动景区建设，在老村址

上建成了集园林观光、休闲游乐等功能为一体的度假区，

让游客可赏可游。

近些年，焦作市深入挖掘资源潜力，提升乡村旅游品

质，整合包括巡返村在内的旅游资源，通过规划策划、基

础设施、环境整治、产业提升等，打造乡村全域旅游，让一

个个美丽乡村串珠成线。接下来，焦作将推进“景区+农

家”“生态+文化”“农庄+游购”等多种乡村旅游发展模

式，打造精品线路，让乡村旅游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成

为广大农村的致富产业。

河南省焦作市巡返村

有了好环境

八方游客来
杜季哲

“村里的游客一天比一天多，我们的日子

也一天比一天好。”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

桂区槽碓村村民赵桂明边忙着给游客包装苦

笋边说，“每到节假日，我们家的菜馆里人都挤

得满当当，忙都忙不过来噢。”

槽碓村环境优美，山水宜人。“民宿+农家

乐”的特色乡村旅游模式，让不少村民都实现

了家门口就业。

实 现 了 脱 贫 ，接 下 来 如 何 推 进 乡 村 振

兴？“村里要解决的事还不少，产业要提档升

级，基础设施还有短板要补上，需要使劲的地

方还不少。”槽碓村第一书记陀东坦言。

让脱贫产业真正成为致富产业。“乡村旅

游打好了基础，但还要继续在提升品质、吸引

客源上下功夫。”这段时间，村干部忙着打造

以康养为主题的文旅景区。“村里空气清新、

景色秀美，适合养老休闲。如今村里有了游

客接待中心，来我们这的游客越来越多了，生

意肯定能火。”村民邓春引开了村里的第一家

农家菜馆，“自家产的土鸡、烟熏肉、笋干和野

菜 这 些‘ 土 货 ’特 别 受 游 客 欢 迎 ，每 月 有 近

6000 元钱的收入。游客吃得有滋有味，我们

的日子也更有滋味。”

“大家来我们这儿，就是来感受浓郁的乡

土乡情。有了好体验，更多的‘头回客’就能

变成‘回头客’。”陀东说。槽碓村以乡村旅游

为抓手，不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

设、丰富村民文化等。村里的泥土路变成水

泥路，农房焕然一新，不少村民建起了民宿。

为了美化环境，在村委会的倡导下，村民

们自觉遵守村规民约，把自家的前庭后院打扫

得干干净净；用积分兑换各种生活用品，分享

通过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收获的喜悦。“环境好

了，生活也越来越舒心。现在村里有了文艺

队，不仅能经常看到精彩的节目，自己还能跳

跳广场舞。”村民赵土妹高兴地说。

乡村产业发展要久久为功。如今，槽碓村

联合周边 5 个村，把分散的特色旅游资源串成

线、集成群、连成片，打造全域旅游精品路线。

“接下来，我们将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巩固脱贫

成果，把我们村建得越来越好，让大家的生活

越来越有奔头！”陀东信心满满地说。

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槽碓村做大做强脱贫产业

村里人吃上了旅游饭
庞革平 龙丽萍 王 钰

■田间追踪高质量·春耕探行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