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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2022 年全国
粮食总产量达 13731

亿斤，比上年增加 74
亿斤，粮食产量连续 8年

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
粮稳天下安。在今年新

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农资涨价
等多重挑战下，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增

产丰收，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始终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统筹部署的
一系列粮食稳产增产举措落地见效，印证我们
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

“人特别努力、天比较帮忙”

严冬将至，确保河南全省 8500 多万亩小麦
安全越冬成为新课题。自秋收秋种以来，河南
省商水县张庄镇南陵村的种粮大户邱守先就忙
得一刻不停。“冬小麦刚种上，就已经签约了买
家。”最近他又忙着走村串户，与更多有意愿的
农户协商流转土地。

民以食为天，粮价是百价之基。今年粮食
生产经历多重挑战，实现高位再增产，全年粮食
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奠
定基础。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介
绍，今年粮食面积继续增加，在粮食增产中发挥
了关键性作用。各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加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清理“非粮化”，复
耕撂荒地，推行间套复种，千方百计挖掘面积潜
力，夏粮、早稻面积分别增加 138万亩、31万亩，
秋粮面积也增加较多，奠定了丰收基础。

大豆扩种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启动实施
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在东北地区推
广轮作扩大豆，在西北、黄淮海、西南和长江中
下游等地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今年大
豆面积超过 1.5亿亩，是近 60多年来大豆面积最
高值。

今年粮食生产经历罕见秋汛、夏季干旱等
挑战，局地灾情重，各地各部门攻坚克难、多措
并举。

潘文博表示，夏粮遭遇上年罕见秋雨秋汛，
三分之一小麦晚播、长势差，通过落实促弱转
壮、“一喷三防”等措施，加上入春后天气比较
好，夏粮最终实现增产，是“人特别努力、天比较
帮忙”的结果。

秋粮生产方面，长江流域遭遇严重高温干
旱，这些省份通过水库调水、人工降水、地下打
水、河湖抽水等措施增加抗旱水源。同时，占全
国秋粮产量 70%左右的北方主产区大部旱涝灾
害少，秋粮增产较多，有效弥补了灾区损失。

稳产能关键：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近日在湖南省汨罗市罗江镇罗江村，刚忙
完手上的农活，村党总支书记周艳就带领村干
部们测量田地面积。“今年村里有 1200亩稻田要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后机械化作业更方便，
增产更有保障。”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内容之一是完善水利设
施，旱能浇、涝能排。

据了解，南方夏季高温少雨，对秋粮造成了
一定影响，但对产量影响总体有限。主要原因
一是水源灌溉条件较好。南方 2亿亩中稻大部

分有水源条件，7600 多万亩双季稻田大部分也
有水源，高温干旱主要影响丘陵岗地、“望天田”
和部分灌区末端等没有灌溉水源条件的地块。

同时，当南方高温干旱发生时，早稻已经收
获；部分中稻抽穗扬花，影响了结实率，但占比
较小；双季晚稻大多处于分蘖拔节期，对高温干
旱不敏感，影响较小。

据农业农村部调度，南方 12省（市）粮食作
物因高温干旱受灾 3119万亩，分别占南方秋粮、
全国秋粮面积的 6.1%、2.4%。通过及时落实“一
喷多促”等稳产增产措施，一方面促进受灾作物
生长恢复、减少了产量损失，另一方面促进未受
灾地区秋粮单产提高，实现非灾区多增产，部分
弥补灾区损失。

科技是稳产增产的关键。农业农村部持续
开展下沉一线包省包片联系指导，组织防灾减
灾专家指导组、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和重灾区
蹲点指导，采取喷施叶面肥、以水调温等技术措
施。各地也多渠道调度水源科学抗旱，能浇尽
浇，对确实没有灌溉条件因灾绝收的中稻田，蓄
留一季再生稻以弥补损失。

真金白银支持粮食生产

日前，在位于新疆巩留县的山东登海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库房，工人们正把玉
米种子搬运上大型货车，这批种子将被运到山
东。“现在企业年加工玉米种子 4万吨，产品面向
全国销售。”伊犁分公司经理许福生说。

今年农业农村部提出稳口粮、稳玉米，扩大
豆、扩油菜。

潘文博表示，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亿
斤以上是底线任务，扩种大豆油料、提高食用油
自给率是硬任务。今年小麦、稻谷两大口粮基
本稳定，玉米面积稳中略减，但单产提高，总产
稳中有增；大豆面积增加较多，实现扩面增产，
总产创历史新高。

各地通过复耕复垦、减垄增地、水改旱、推
行杂粮杂豆马铃薯与大豆轮作等方式，挖掘大
豆扩面潜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推广
超过 1500万亩。在东北、西北等主产区集成推
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等高产技术模式，在黄淮
海地区推广玉米适当晚收技术模式。

面对农资价格上涨等情况，今年中央财政
先后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 400 亿元一次性补
贴。稳定实施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
贴。扩大耕地轮作休耕项目实施规模，用于支
持稳定南方双季稻、扩种东北大豆、开发冬闲田
扩油菜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同时，我国继续提高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
购价水平，稳定农民收入预期。实现三大粮食
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
大县全覆盖，启动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
入保险试点。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 16亿元实现小麦‘一喷
三防’在主产区全覆盖，在南方抗高温热害关键
农时，安排 100亿元支持南方中稻抗旱保丰收，
力度之大是多年少有的。”潘文博说，随着全球
气候变暖，我国极端气象灾害事件增多，粮食生
产的过程，就是不断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我
们始终立足抗灾夺丰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技术措施，努力做到“防灾就是增产、减损就是
增粮”。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关俏俏 李鹏 周楠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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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 ，在 辽 宁
省康平县方
家屯镇东小
陵 村 ，农 民
展示收割的
谷穗。

3 月 23 日拍摄的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汤家湾村
的油菜田（无人机照片）。

在黑龙江寒地作物种质资源库内展出的大豆
种子（5月19日摄）。

这是黑龙江省富锦市万亩水稻科技示范园内的
气象监测设备（9月2日摄）。

西藏山南市乃东区门中岗社区春耕仪式现场
（3月16日摄）。

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农民在晾晒收获的玉米（无人机照片，10月23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