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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年产量粮食年产量稳定稳定在在超超11..33万亿斤万亿斤

“这里以前穷，种地收成也不咋地，山上
的几亩地勉强够口粮。”回想起曾经吃不饱、
饿肚子的日子，代远富满是感慨，“那时候就
盼着地里能多长点粮食出来，让全家人顿顿
吃上香喷喷的白米饭，要是能再有一碗肉，
那就更美了。”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仓
廪殷实是民之所盼，但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占世
界近1/5的国家来说，让老百姓“吃饱饭”并非
易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农业生产基础单
薄、“靠天吃饭”、粮食产量较低的现实困难。
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2264亿斤，人均粮食占有
量209公斤，无法满足人们的温饱需求。70多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和不懈
努力，粮食产量先后迈过11个千亿斤台阶，现在
已连续6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生产实
现历史性的“十七连丰”，粮食产量较1949年增长
近5倍，人均粮食占有量较1949年增长约1.3倍。

与此同时，“油瓶子”“菜篮子”“果盘
子”供应充足，老百姓餐桌更加丰富。中国
不仅成功解决了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而
且居民生活质量和营养水平显著提升，粮食
安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
满足了占全球近 20%人口的粮食需求，这是
非常了不起的伟大成就。”联合国粮农组织总
干事屈冬玉称赞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粮
食问题引发全球关注。近日，联合国发布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自疫情暴
发以来首次对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进行全面
评估。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约1/10人口面
临食物不足的困境。报告写道：“疫情继续暴
露出我们食品系统的弱点，威胁到世界各地
人民的生命和生计。”

风险挑战之下，中国能否继续稳住粮食
安全这个压舱石？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夏粮面积增加 398.2 万亩；亩产 367.7 公
斤，连续 3年提高；产量 2916亿斤，比上年
增加 59.3亿斤，创历史新高。农业农村部总
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表示：“今年
以来，我们坚持把抓好粮食生产作为首要任
务、第一责任，及早将年度粮食生产任务分
解落实到各省区市，分品种、分区域制定粮
食稳产增产方案，夏粮首战告捷。此外，早
稻也呈增产趋势，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正
常，全年粮食丰收有了较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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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更稳固，科技功不可没。从传统
的人拉牛耕、肩扛手提到现在的农机收割、无

人植保，农业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镇，机声轰

鸣，一台台收割机往来穿梭，金黄的麦穗被
“吞进”脱粒箱。前不久，种粮大户陈凌志喜迎
丰收，不到两天时间1300多亩地颗粒归仓。

“过去种地是‘小四轮’，收割是小镰刀，
如今种管收全靠大农机。”陈凌志算了笔账：
搁以前，这么多地，请 30 人，仅收割就要一个
多月，费用一天得五六千元。现在，用上大型
收割机，收割、脱粒一肩挑，不仅效率高，开

支还能省下十几万元。“目前，地里已经种上
了水稻，日常施肥也是机械作业，省时省力
又省钱。”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全国今年“三
夏”共有各类农机装备近 1650 万台投入小

麦、油菜等作物抢收以及秸秆处理、烘干及
玉米、水稻等作物抢种作业，其中小麦联合
收割机超过60万台，参与跨区机收的机具约
25 万台。小麦机收率超过 98%，主产区机收
损耗率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

从育种、育苗，到种植、田管，再到收
获、加工，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

——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1952年全国
农业机械总动力仅 18.4万千瓦，拖拉机不到
2000 台，联合收获机仅 284 台。随着农业现
代化不断推进，农业机械拥有量快速增加，
农作物机械化率大幅提高。2018年全国农业
机械总动力达到10.0亿千瓦，拖拉机2240万
台，联合收获机 206 万台。目前，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1%，主要粮食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

——良种自主可控能力提高。中国积极推
广优良品种，建立了超级稻、矮败小麦、杂交玉
米等高效育种技术体系，目前农作物良种覆盖
率在 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水稻、小麦、大豆全部为自主品种，良种对
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45%，做到了“中国粮用
中国种”。

——农业科技进步加快。目前中国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0%，较 1996年的 15.5%大
幅提高。科学施肥、节水灌溉、绿色防控等技术
大面积推广，2020 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
食作物的农药、化肥利用率分别达到 40.6%、
40.2%，病虫草害损失率大幅降低。科技助力粮
食单产不断提升，由 1949年的 68.6公斤/亩提
高到2020年的382公斤/亩。

保护和调动粮食种植积极性保护和调动粮食种植积极性

近年来，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密集
出台落地，农民种粮有了更高积极性。

“现在，种粮的‘礼包’越来越多。这不，前
阵子我又领到了每亩 35 元的粮食补贴，这是
最近新加的。”提起这事，代远富喜上眉梢。

今年以来，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
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明显上涨，对农民种
粮收益产生影响。在已有农机购置补贴、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惠农政策的基础上，日
前，中央财政追加安排 200 亿元左右资金，
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发放补贴，以稳定农
民收入。曾衍德表示，当前要尽快落实实际
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农民
手中。“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力度，多措并举，
稳定农民增收的好形势。”

从曾经种地交税到如今财政补贴，国家
与农民关系实现了由取到予的历史性转变，
一套中国特色的“三农”政策体系加快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告别延续 2600
多年的“皇粮国税”，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土
地承包期将再延长 30 年，推行“三权分置”改
革……一系列举措有效提高农民抵御风险
的能力，保障种粮基本收益，调动了农民种
粮积极性。

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
曹庄镇朱村的“老把式”王经臣很感慨：“种了大
半辈子地，没想到会有现在这么多好处。种粮有
专项补贴，管护有专人指导，卖粮还有国家兜
底，对咱来说那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有奔头！”

新的政策举措还在继续推出。日前，国
家明确，扩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
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其中，完全成本保险覆
盖农业生产的总成本，弥补主要自然灾害、
重大病虫害等导致的损失；种植收入保险主
要覆盖农业种植收入因价格和产量波动而导
致的损失。原则上，两种保险的保障水平最
高均可达相应品种种植收入的80%。

“前期我们主要是在6个省的产粮大县开
展试点，从试点情况看，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
收入保险进一步提高了保障水平，基本上可以
让投保农户‘旱涝保收’，受到了广大农户的欢
迎，这次要逐步扩大到 13 个粮食主产省份的
所有产粮大县。”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说，“下
一步，还将从制度、政策、资金等方面持续支持
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稳妥推进扩大政策实施
的范围，让更多的农户得到实惠。”

眼下，正值秋粮生产的关键时期，农民们
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期盼着又一个丰收之年。

今年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正常——

连年丰收，“中国饭碗”端得稳
本报记者 邱海峰

立秋时节，稻谷飘香。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的
代远富正悉心照料着自家稻田：“过去种地就是看天
吃饭。现在灌溉不愁，农机上阵，我这优质红米稻
的收成是一年好过一年。按目前长势，亩产1100斤
以上问题不大。”

今年，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喜获“十八连丰”；

早稻呈增产趋势，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正常，全年粮
食丰收有了较好基础。

粮丰天下安。目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474公
斤，连续多年超过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
线，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为全面小
康提供坚实支撑。

▲在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大观镇菜花村，
村民高兴地采收高粱。

兰 锋摄 （人民视觉）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县，今年全县早稻
种植面积达14.15万亩，稻田里一派繁忙景象。

图为8月4日，江永县潇浦镇团结村农民驾驶收割机在收割早稻。
潘百旺摄 （人民视觉）

▶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积极引导各产粮区加强
水稻田间管理，通过人工筛查、无人机植保等方式
控制早稻病虫害。图为靖安县仁首镇石下村村民在
操作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进入 8 月，全国产粮大县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
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已是深绿色。

40岁出头的泉眼沟村农民张文镝，退伍后没有选
择在大城市发展，而是回家种地。张文镝用手扒拉开
已腐烂发黑的秸秆，抠一把土拿在手里，“看这土，松
落不，黑不？咱可是最早一批采用‘梨树模式’这种
保护性耕作的，都快十年啦。”张文镝对自己的坚持挺
自豪。

“梨树模式”，指在东北地区秸秆全量覆盖、免耕
播种，以达到保持土壤水分、提高土壤肥力等多种功
效的农业种植技术模式。当初，张文镝作为种粮大
户，被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相中，较
早尝试了“梨树模式”。

第一年试种，苗出得不好，张文镝对着王贵满抱
怨：“整不了这玩意，不干了。”

“指定是个好技术，你就再坚持一年，赔了算我
的。”禁不住王贵满一通“忽悠”，张文镝硬着头皮又
干了一年。

有了第一年的经验，熟悉了免耕播种机，加上农
技部门的指导，第二年春旱，秸秆覆盖之下，墒情不
错，苗出得比普通地都好。张文镝有了信心，第三年
一口气拿出40公顷地采用“梨树模式”种植。

“以前种地整地起垄、播种、施肥……车一遍遍
碾压，土层都板结成土坷垃了，免耕播种一次作业干
完。”张文镝看到了“梨树模式”的好处，秸秆覆盖
还田保墒又肥田，还省了农机作业的钱。

坚持“梨树模式”近十年下来，张文镝得到了实
惠。“咱种的苞米，根轻松扎下去1米多深，再也不是
地表摊大饼啦。”张文镝说，秸秆覆盖免耕播种，一
公顷地能省下近 1000 元成本，还能增产 1000 多斤，
这两项相当于增收2000多元。

目前，“梨树模式”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在梨树
县达到232万亩，放眼全省，已有超2800万亩黑土地
采取保护性耕作，占粮食播种面积的1/3。

“用好技术种好咱的黑土地。”种了20多年地，张
文镝觉着“种出点名堂”的想法越来越真切。

夏日炎炎，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的柏粮集团
粮库内，上一年入仓的小麦正经历一场全新的仓储试
验：向仓内吹入冷空气，用保温措施将冷空气“存
住”，打造贯穿全年的低温环境，让粮仓成为存粮的

“冷库”。虽然室外温度已达 30 余摄氏度，但粮仓内
温度仅约 14 摄氏度，粮堆内部最低温度更是低至约
2摄氏度。

“低温可使粮食处于休眠状态，抑制储粮害虫和
霉菌生长繁殖，最大限度保护、保鲜粮食。”河北柏
粮集团董事长尚金锁说。

粮食产得出，也要存得住。高水分玉米水分大，
易霉变，很多企业不敢收储，也造成农民卖粮难题。
柏粮集团创新方法，将高水分玉米装入正常麻袋，根
据不同水分和存储环境，采取不同码垛方式，留出通
透风道，使水分在20%以内的玉米不用晾晒、烘干就
可以安全度夏，达到降水、减耗、保鲜、保值的目
的。这就是闻名全国的“金钱孔”通风垛技术，其成
本比晾晒降低约50%，比烘干降低约70%。

几年前，一批 2 万吨的大豆从东北移库至柏乡。
地处华北平原南部，柏乡县夏季气温高，此前从未有
过大量储存大豆的先例。柏粮员工用“用棉被包裹木
箱卖冰棍”的原理，为大豆“夏盖棉被冬通风”，创
造低温小环境。历经 4年零 8个月的存储，这批大豆
的发芽率达98%以上，刷新了东北大豆在华北地区储
存保鲜的新纪录。

“我们已经做到了‘不坏一粒粮’，下一个目标是
‘保鲜粒粒粮’。”尚金锁说，只有依靠创新，保粮护粮
之路才能越走越远。几十年间，柏粮集团由一个仓容
不足100万斤的小粮站，发展成为仓容13.6亿斤的地
方大型粮食仓储企业。

窥一域而知全局。近年来，中国粮食储备能力
不断增强，新技术加快推广运用，仓储现代化水平
明显提高。规划建设了一批现代化新粮仓，维修改
造了一批老粮库，仓容规模进一步增加，设施功能
不断完善，全国标准粮食仓房仓容达到 6.8 亿吨，
仓储条件总体达到世界较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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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泉眼沟村农民张文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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