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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饶丰盈背后的富饶丰盈背后的““粮粮””苦用心苦用心
——探访中国粮仓里绘就的别样风景

2020 年 7 月 14 日，游客在河北省迁安市亚滦湾农业公园
花海内拍照。

2020 年 12 月 19 日，河北省滦州市茨榆坨镇张塔坨村农民
在大棚内打理非洲菊。

这是吉林省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
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无人机照片）。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上。

金 秋 十 月 ，丰 收 的 土 地 一 片 繁 忙 景
象。第 41个世界粮食日到来之际，新华社
记者深入粮食主产区，与抢收粮食的农民
一起，品味丰收的喜悦和红火的日子，感受
中国粮仓的新鲜气象。

【镜头一】归仓

14日 19时，天已黑。在黑龙江省巴彦
县兴隆镇种粮大户孙波的玉米地里，一台
玉米收割机还在作业，车上的照明灯点亮
田野。

巴彦县是黑龙江省近期新冠肺炎疫情
的焦点地区，14 日刚刚恢复全域低风险。

“我们要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昼夜抢
收，人歇机不歇。”孙波说，再过几天，5000
亩玉米就能收完。

东北黑土地，沃野千里，适宜大型机械
收获。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嘉兴现代农机专
业合作社大豆田里，多台大型收割机正在
抢收。一排排挂满豆荚的大豆茎秆卷入机
器，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

“每台机械每天可收割上百亩。产量
超过了往年，还要抢前抓早，才不误收割黄
金期。”这家合作社理事长盖永峰说。

秋收的“科技范儿”十足。在北大荒集
团八五〇农场有限公司第四管理区，一台
无人收割机按照规定轨迹作业，远处的工
作人员李云祥通过手机操控，就能完成水
稻收获、稻谷装车，智慧农业魅力显现。

“通过加装北斗卫星接收天线和传感
器等设备，实现了无人驾驶作业，不仅提高
收割精度，还减少收割过程的粮食损失。”
李云祥说。

黑龙江省是我国第一产粮大省，今年
粮食种植面积超过两亿亩，粮食产量有望
再创新高，实现“十八连丰”。

【画外音】秋粮占我国全年粮食比重的
四分之三，是全年粮食生产重中之重。目
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成。近期农业农村
部下发通知对“三秋”生产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通过加快秋收进度、落实秋播面积、提高
播种质量等，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镜头二】求质

15日，湖南省临湘市坦渡镇细雨蒙蒙，
李玉吾的 1335 亩有机稻刚收割完，丰收的
喜悦洋溢在他的脸上，“产量不错，价格也
好”。不远处的仓库里，稻谷堆成一座小
山。

回想自己走的有机种植之路，李玉吾
说：“前些年，城里很多亲戚朋友跟我打听
品质好的大米，但我种的普通大米口感一
般。”

2019 年，李玉吾正式“进军”有机稻。
为了保证种植全过程实现有机，他聘请当
地一位高级农艺师当生产技术顾问。

李玉吾的稻田里安装了 60 盏太阳能
频振式杀虫灯，用于诱杀田间害虫。为了
不用除草剂，他花了大量心思抑制杂草：冬
闲时，深水泡田；春末夏初，在稻田内蓄水
养殖小龙虾，让小龙虾吃掉杂草、松土透
气。

“家人说我照顾水稻比照顾孩子还要
精心。”李玉吾说，2020 年他参加了全国绿
色食品博览会，随身带的大米获得不少客
户青睐。

临湘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李伟说，李玉吾种植有机稻适应了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附近很多产
粮大县的农民都来取经。

【画外音】今年 8 月，国家六部门出台
的《“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提
出，到 2025 年，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
品认证数量达到 6 万个，农产品质量安全
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 98%。当前，人
们更加重视如何吃得更营养、更健康，一方
方农田满足着人们更多生活需求和期待。

【镜头三】养地

前几年，在山东省高密市大牟家镇，农
业大户王翠芬种地特别依赖化肥，但是她
慢慢发现化肥用多了，土壤板结不透气的
现象严重，粮食产量减少。

经地方农业部门指导，王翠芬用上发
酵有机肥和掺混肥。“作物苗齐苗壮，土壤
条件也不断改善。”王翠芬说。

为了让农作物有更好的生长环境，王
翠芬在农业用水方面也进行了探索。当地
降水少，农业用水量大，地下水位下降，影
响粮食生产。她采购了自走卷盘式喷灌设
备，节水效果明显。

以小麦为例，用这种卷盘式喷灌设备 1
个 小 时 可 以 浇 2.5 亩 地 ，只 需 水 30 立 方
米。而用柴油泵“大水漫灌”，浇 1 亩地要
用两个小时、60立方米水。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武城镇东小屯村
为民粮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了 1500
亩地，合作社理事长李庆双购买了 3 台平
移式自走喷灌机。“这种设备不仅省工、高
效，还能节水 60%，实现水肥一体化。”李庆
双说。

武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董君说，下一

步将引入“智慧气象”，在全县设置 60个自
动气象站，对风速、雨量、温度、湿度等 10
项气象要素及土壤墒情进行全天候监测，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今年 8 月山东省提出，将深入实施农
药化肥减量增效行动，到 2025 年，单位耕
地面积化肥用量、农药用量较 2020 年分别
下降 6%、10%。

【画外音】耕地退化、地下水超采、土壤
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正加快治理，为稳定
粮食产能、促进农民增收奠定基础。近年
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围绕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田、土、水、路、林、电、技、
管 8 个方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壤改
良、高效节水灌溉，推动藏粮于地。

【镜头四】兴农

“真是个大丰收年！”辽宁省昌图县是
全国产粮大县，这个县种粮大户吴艳良站
在一片金色的玉米田里，高兴地对记者说，

“亩产较常年高 200 多斤，而且粮食质量
好。”

丰收后的农民腰包鼓起来。吴艳良算
了一笔账，今年种了 3000 亩地，一亩玉米
能产 1800 斤，目前潮粮价格每斤 0.9 元左
右，毛收入 1600多元，扣除土地流转费、种
子、化肥、管理等成本 1400元，今年一共能
挣 60多万元。

“人努力 ，天帮忙 ，好日子还在后头
呢。”吴艳良说。

“既有好年景，又有好‘钱’景。”这是稻
米之乡辽宁省盘锦市不少种粮大户的感
受。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刘家村种粮大户
段彪流转土地种了 800 多亩水稻，生产的
蟹田大米，附加值较高。

“养蟹收益比较可观，加上种稻收入，
每亩可净赚四五百元。”段彪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种粮大户通过土
地流转，发展社会化服务，为小农户提供代
耕代种、病虫统防统治、肥料统配统施等服
务，降低种粮综合成本，提高种粮收益。

据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相关人员介绍，
今年辽宁省粮食产量有望突破 500 亿斤，
预计单产每亩 950 斤左右，比历史最高水
平高出 20斤以上。

【画外音】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持续
较快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农业
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
是关键。让农民过上更好生活，还需不断
完善支持政策，拓展增收渠道，让亿万农民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大步向前。

新华社记者 韩宇 管建涛 王建 杨喆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2020 年 8 月 20 日，小朋友在第七届中国·公主岭玉米产业
博览会上参观展出的玉米。

77 月月 1919 日日，，在贵州省麻江县坝芒乡乐坪村在贵州省麻江县坝芒乡乐坪村，，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专家带着学生在指导农民进行水稻田间管理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专家带着学生在指导农民进行水稻田间管理（（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

，，收割机在收获水稻收割机在收获水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