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百姓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夯实粮食安全基础端牢中国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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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以 食 为
天。解决好十几
亿人口的吃饭问
题，始终是我们党
治国理政的头等
大事。习近平总
书记曾强调，中国
人的饭碗任何时
候都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
吉林省考察时又
特别指出，吉林要
把保障粮食安全
放在突出位置，毫
不放松抓好粮食
生产。

从东北黑土
地到中原大地，再
到江南鱼米之乡，
记者近期采访发
现，各地正着力发
展现代种业，不断
提升耕地质量，推
进绿色转型……
中国人用沉稳有
力的双手托起中
国碗，不仅吃得
饱，还要吃得好。

中国碗装更多中国粮

盛夏，黑龙江省海伦市自新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豆田已
经封垄。合作社理事长付正武
说，这大豆品种是“东生 17”，正
常年景亩产量可达 400 斤，蛋白
含量在 40%以上。“东生系列”由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自主研发培育，具有高产、
高油、高蛋白、抗倒伏等特点，已
成为黑龙江省内许多地区的主打
品种。

近年来，我国粮食作物育种
技术不断突破创新，玉米、大豆、
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持续提
高。

第三代杂交水稻 2019 年 10
月首次测产取得亩产1046.3公斤
的成绩，耐盐碱水稻（海水稻）稻
作改良试验面积增至万亩以上，
2020 年在全国推广超级杂交稻
品种“超优千号”千万亩以上……
在袁隆平等科研人员助推下，我
国水稻良种培育不断创新，产量
屡攀高峰。

在世界三大主粮中，杂交育
种难度最大的小麦育种也在取得
新突破。在山西，历经 40 年钻
研，山西省运城市蓝红杂交小麦
研究中心主任冯树英团队成功育
成世界独特的“F 型小麦雄性不
育系”品种。专家组评价，该品种
杂种优势十分明显，为我国大幅
度提高小麦单产提供重要技术支
撑。

目前，“F 型小麦雄性不育
系”已完成关键环节科研攻关。
与此同时，团队又完成了第二代

“F型小麦雄性不育系”的创制工
作。“第二代产品杂种优势更强，
结实率更高。”冯树英说。

不仅育好种，还要教农民种
好粮。在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边
昭镇的农田里，农民汤金鹤家玉
米长势旺盛。老汤家的农田是吉
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教授崔金虎

“帮种”的。

去年，崔金虎选用国内优质
品种在90亩农田里开展试验，并
教会农民科学的密植播种技术、
施肥灌溉技术以及病虫害综合防
治技术。经专家组测产，试验田
每亩比相邻最好的玉米田块增产
80.9%。今年在崔金虎指导下，汤
金鹤家采用新作业方式生产，高
产增收在望。

一批批科研人员不懈奋力攀
登，让中国粮用上中国“种”，让中
国农民种好中国粮，不断夯实粮
食安全之基。

护好良田让中国饭碗
端得更牢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不仅靠
育良种，还要靠种良田。

在吉林松原前郭尔罗斯蒙古
族自治县莲花山村，顺鑫农民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喜江
说，以前这里十年九旱，再加上粗
放种植方式，脚下的黑土地逐渐
变薄，种田收益越来越少。

3 年前，合作社开始实施保
护性耕作，秋收后将玉米秸秆还
田，春耕时再用免耕播种机直接
播种。“保护性耕作能够保墒，减
少风蚀，提高土地有机质含量。”
刘喜江说，短短 3 年玉米产量大
幅提高。

为了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
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
今年 3 月，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

《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
划（2020—2025 年）》提出，中央
财政通过现有渠道积极支持东北
地区保护性耕作发展，力争到
2025年，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达
到1.4亿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也在各
地不断推进。广西建设高标准农
田约 2660万亩，占基本农田面积
的 48.45%；安徽今年将建成 4670
万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
效、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
农田。

站在山西省永济市栲栳镇略
芝村地头，成片玉米田一望无
垠。略芝村党支部书记武生魁
说，村里耕地是盐碱地，大家用井
水浇地，浇过的地表都是白色的
盐巴。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后，
村里修了渠，用黄河水浇地改良
土壤，再配合施用有机肥，耕地质
量变化显著。

武生魁告诉记者，项目区
2200 亩耕地每年可节水 9.46 万
立方米。小麦每亩平均产量由改
造前的 350 公斤提高到 381.2 公
斤，今年每亩平均产量更是达
500 公斤。“浇地、播种、施肥、收
割都是机械化，人力投入少了，收
入多了。”他说。

高标准农田更易进行科学的
田间管理。在吉林省大安市佰澳
格林农场，稻田被分成整齐的地
块，地块配置了水位传感器、流量
检测仪等，可以实现节水灌溉、精
准灌溉的效果。

重当前也谋长远，各地推进
“藏粮于地”，守牢耕地红线，保护
良田沃土，为保障粮食安全增添
底气。

中国碗装好粮让百姓
吃得好

不仅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随着我国粮食在生产数量上稳定
提升，提升绿色品质、实现绿色生
产有了更加从容的空间。

黑龙江庆安县东禾水稻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今年种植水
稻 36 万亩，其中有机水稻 10 万
亩，绿色水稻 26 万亩，这一种植
结构不是“拍脑袋”的结果。2019
年底，这家合作社联社通过对全
国各直营店、网络销售平台的销
售额、交易量、消费者评价进行大
数据分析，制订了种植计划。

为顺应市场需求，打造绿色
有机农产品，减“肥”、控药的“绿
色农业”也在各地开展。在吉林
省辽源市东辽县白泉镇集贤村，

华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边振
华说，过去种地主要施用化肥，改
用有机肥后，“明显感觉土地有劲
儿了”，产量也有小幅提高。在四
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岷江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好味稻水稻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李相德优先采用病虫害
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农药使用，同
时建立可追溯体系，让百姓吃得
放心。

为了种出口感更好的稻米，
不少农民主动放“慢”脚步，“让土
地喘口气”。

刚过去的夏收季，江苏省宿
迁市泗洪县石集乡种田大户许芳
的 3000多亩土地没有收获小麦，
她却不着急。“传统的种植方式是
一季稻一季麦，土壤肥力透支，水
稻品质也逐年下降。”我国从
2016 年启动耕地轮作休耕制度
试点后，许芳尝试以种植紫云英
代替小麦种植，开始“养地”。

花草种三年，瘦田变肥田。
“紫云英是绿肥，4 月底是盛花
期，将紫云英翻耕到田里，可以增
加土壤肥力。”许芳说，轮作休耕
提升了水稻品质，价格翻了两三
倍。随着地力改善，种植下一季
水稻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也
减少了。江苏很多农户像许芳一
样尝到甜头，轮作休耕试点规模
和范围不断扩大，面积逾百万亩。

以绿色优质为导向，打造好
品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
厅市场与信息化处处长韦斌华
说，广西从 2018年开始以绿色食
品为准入标准，打造“广西好嘢”
农业品牌目录，共选出 199 个品
牌，品牌总价值超 1500亿元。“广
西将做大做强‘广西好嘢’农产品
品牌，让百姓吃得健康，吃得
好。”

碗中装好粮，“绿色”生“金
色”。在保障供给数量的同时，各
地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
效不断显现，我国农业正向着绿
色、优质方向发展。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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