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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农业，无疑是对气温最敏感的行业之一，气候的变化
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效益。这个夏天重庆的晴热高温
极端天气，着实让农业遭受了一次大“烤”。

根据农情调查，高温带来的旱情对水稻、大豆、玉米、
甘薯等粮食作物，以及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都造成了严
重影响。

面对高温，我市积极应对，农业农村、水利、应急、气象

等部门紧密配合、高效协同，建立监测预警、技术指导、应
急处置、用水调度一体化工作机制，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农业稳，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稳定剂，也是牢牢守
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的基
础。眼下，高温天气基本结束，但全市旱情尚未解除。大
“烤”之下，我市农业需要补上哪些“课程”？近日，重庆日
报记者赴多个区县进行了调查。

这次采访过程中，除了听到许
多关于干旱的内容外，“旱涝急转”
同样是受访对象口中的高频词。
旱、涝，再加上可能伴随的山洪、滑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这都是农
业必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应对突发灾害，要稳住农业
基本盘，必须更加注重“未雨绸
缪”。

首先，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抗风险能力。记者在
调研中发现，经过多年整治，目前
各条河道的景观和休闲功能比较
健全，但河道两岸提灌设施较少，
其中一些抽水泵，还是业主或村
民自费购买的，只能满足部分人
之需，一旦旱情发生，更多的农户
只有望旱兴叹。因此，应将农田
灌溉设施纳入水利设施建设规
划，更好发挥水利服务农业、推进
农业现代化、保障粮食安全的基
础作用。

其次，要加大农业减灾技术
研究推广，提高科技防灾的效
率。农业虽然是个看天吃饭的产
业，但科学的防灾减灾手段能减

轻灾害带来的影响。在调研的过
程中记者发现有两个方面是可以
复制推广的：一是选择耐高温的
品种，以种节水。譬如说，在垫江
县推广种植的“神农 5 优 28”品
种，在高温下表现良好，结实率保
持在 85%左右，专家测产实收亩
产达632.5 公斤。二是因地制宜
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全国劳模
姜国强的南川区腾春蔬菜专业合
作社正是采用了这一技术，实测
用水节约34%，用肥节约37%，在
高温天气下实现了节本增效。

最后，要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
力度。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虽然今
年高温干旱对我市农作物造成了
较大损失，但排灌条件较好的高标
准农田的水稻等作物基本不受影
响，且部分水稻还实现了增产，以
梁平区安胜镇龙印村为例，尽管此
前持续高温，但水稻亩产反而增加
了1-2%，凸显出高标准农田对稳
定和发展粮食生产能力的巨大作
用。因此，应继续加大投入，建成
更多旱涝保收的“千年良田”，提高
粮食生产保供能力。

应对突发灾害
农业需要更多“未雨绸缪”

保障农业生产保障农业生产 这三个方面要加强这三个方面要加强

一次旱情，让不少人体会到了农业
保险的重要性。

“这个东西，平时不显山露水的，关
键时刻还是管用。”荣昌区清流镇马草
村柑橘种植大户秦兆宏竖起了大拇指。

秦兆宏经营果园多年，面积达到
2000多亩。今年按照惯例，他又为果
树上了保险，每亩20元，个人出6元，政
府补贴14元，最高可以赔1000元。

40多摄氏度的高温，秦兆宏的果园
里产生了不少日灼果，受灾面积有数百
亩。8月9日，秦兆宏给保险公司业务
员打了求助电话，“第二天他就来现场
进行了勘察，回去后很快就给出了理赔
方案。”

没过几天，秦兆宏的银行卡就到账
了第一笔赔付，共计2万多元。除了传
统的柑橘保险之外，今年秦兆宏还参加

了荣昌新试点的价格保险：“政府补贴
105元，自己只需出45元，再约定一个
价格，每亩保额为3000元，如果受市场
波动影响没达到这个价格，就会有理
赔。”

农业保险能撑起抵御灾害的“保护
伞”，南川区蔬菜种植大户文泽中感同
身受，今年他购买了政府试点的一种蔬
菜保险，其保费为 350 元，其中自筹
30%、105元，政府补贴剩余的70%，保
额则可达到每年每亩5000元。文泽中
的蔬菜受损面积有30多亩，这份保险
让他弥补了部分损失。

新近发布的《重庆市农业保险发展
指数报告》显示，在增品扩面政策的推
动下，重庆农业保险覆盖率已从2019
年的 31%提升至 2021年的 45%。其
中，财政补贴金额从6.9亿元增加到7.3
亿元，补贴比例整体维持在70%以上，
农户自缴保费维持在20%-30%之间，
财政补贴大幅降低了农户参与农业保
险的门槛。

但薄弱环节依然存在，记者调研中
发现农业保险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参保的大多为业主或大户，普
通农户的知晓度或积极性不高。南川

区今年的水稻种植面积为38万亩，但
购买了保险的仅有17.5万亩，不足一
半，许多散户没有参保。

二是特色险种的开发进度偏慢。
梁平区星桥镇星桥社区业主刘道荣是
全国劳模，种植了500亩水稻、200亩蔬
菜、80亩水果，养殖了3万只鸭子，但参
保的仅有部分水稻。秦兆宏参加的价
格保险，今年荣昌全区只试点了几千
亩。而文泽中享受的蔬菜保险，南川今
年也仅有2700亩的指标。

种种现象指向明确：为农业生产系
上“保险绳”，还需发力加码。

农业保险覆盖面应

极端高温是天灾，旱情发生后如何
应对，则事在人为。

“最热那几天，许老师天天往我们
这里跑，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9月2
日，梁平区金带街道石燕村，重庆奇爽
果园内，操着一口闽南口音的爱心农
业股份合作社负责人徐永彬告诉记
者。

奇爽果园占地1100亩，是梁平柚
最大的业主。徐永彬今年才从四川泸
州调过来，一来就充分感受到了山城的

“热情”——40多摄氏度的高温暴晒下，
果园内的日灼果越来越多，让他急得像
热锅上的蚂蚁。

徐永彬口中的“许老师”，名叫许红
卫，来自梁平区农产品品牌发展中心经
作站。为应对持续高温干旱天气，梁平
组建了3个抗旱减灾工作组，许红卫是
其中一员，主要负责果树的抗旱。

许红卫回忆起一个月前刚进果园

的情况——叶片都卷起来了，到处都是
被烈日暴晒而产生的日灼果，柚子向阳
的那一面因脱水变成了黄色，上面还有
被太阳灼伤的褐色斑点。

他立即提出两个建议，一是让徐永
彬到附近收集秸秆，打碎后铺到果树根
部，减少水分蒸发，秸秆腐烂后还可以
还田增肥；二是联系街道为果园送水。

“10吨的送水车，我们每天要拉10
车，每天从凌晨两点洒到早上才收工。”
徐永彬说，经过努力，被完全晒死的树
并不多。

应对突发灾害，应立即启动应急管
理机制，但这个机制目前在一些地方还
不够健全。

比如同样是种柚子，在以散户种植
为主的另一个镇街，当地村民就表示：

“把我们集中起来开了个会，交代了一
下抗旱要领，后面就靠我们自己努力
了。”

村民的话是客观事实，但梁平柚种
植面积15万亩，种植农户近6万户、20
万人，“许红卫”们就算是一刻不停地工
作，也无法兼顾到所有人。

另一方面，技术指导要发挥最大功
效，也需要各方配合。南川区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主任宋敏是该区6个抗旱救
灾指导组的一员，负责了解灾情、老百
姓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全面技术指导，

“我们主要是起一个宣传和引导的作

用，农户听不听，听多少是另一回事。”
他说，自己在合溪镇走访时，就有一个
农户一个劲儿地想要建一个蓄水池，

“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极端天气、地质灾害、疫情防

控……眼下农业面临的考验越来越
多，更需要建立有效的应急管理机
制。这个机制需要相关部门各司其
职，比如气象部门需要加强精准预测、
农业部门需加强技术指导、科研部门
需加快培育环境友好、资源高效的突
破性作物新品种、水利部门需对水利
设施建管并重，同时还需要相关部门
紧密配合、协同作战，才能更加有效化
解危机、渡过难关。

农业应急管理机制应

□本报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廖佳欣

拧开水阀，汩汩的清水从软管中流
出，龙在兵拿起水管把地浇湿。另一块
已经浇好的田里，一行行绿油油的莲白
整齐排列在田间，圆滚滚的样子煞是喜
人。

水是生产之要，家住荣昌区吴家镇
双流村的龙在兵对此有深切认识。荣
昌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有551立方
米，仅占全国、全市人均水资源量的
25%、29%，属于重度缺水地区。

荣昌的水缺到了什么地步，记者在
双流村三社旁看到了一条宽不过五六
米，深不过一人高的小河，原本以为只
是一条小溪流，但当地人却说，“这是大
清流河，是区内第二大河。”

放在以前，遇上高温干旱，龙在兵
只有自认倒霉。两年前，黄桷滩水库建
成后，管渠铺到了地里，他几乎再没有

为水发过愁。
灌区是指有可靠水源和引、输、配

水渠道系统和相应排水沟道的灌溉区
域。一般而言，有水库的地方建设灌区
后，周边的农民不会缺灌溉用水。

但也有例外。
9月1日，南川区南城街道万隆村

十三社，业主文泽中正招呼工人往菜地
里喷洒杀草剂。

“菜还在，为什么喷杀草剂？”记者
有些不解。

“都晒死、干死了，只能当杂草处
理，好种下一批菜。”文泽中头也没抬。
他承包的100多亩地，受灾面积有三四
十亩，大都距离水源较远。

这里虽然属于龙凤灌区，但因为
渠系配套不完善，所以有效覆盖面积
不够。文泽中的主要水源，除了靠下
雨之外，就是靠附近的一个鱼塘。“后
来天气太热，鱼塘也不准全天抽，只
保住了相对近一点的地。”他告诉记
者。

这折射出我市灌区建设的不足。
市水利局资料显示，目前我市中型灌
区有153个，能覆盖500多万亩耕地，
但其中有效覆盖面积仅有 300 多万
亩，这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渠系配套不
完善。

市水利局农村水利水电处副处长
杨晓霞介绍，目前我市中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资金相对紧缺，每年大概
只有一个亿，这对于动辄需要数千万元
的中型灌区渠系配套建设来说，实在是

“不够看”，因此，每年只能管几个项目，
谁先急需就谁先用。

另一个问题是，灌区建设与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吻合度不够，这也是杨晓霞
与市农业农村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共同
向记者表达的观点。建设灌区本来就
是为了保障水源，服务农业，促进丰产
丰收，而高标准农田是“耕地中的精
华”，具有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等特点，
与灌区建设紧密结合后更能发挥出优
势。但由于两者分属不同部门，所以目
前的“合拍度”仍有欠缺。

灌区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应

9月1日，南川区南城街道万隆村十三社蔬菜基地，村民正在浇水。
见习记者 刘旖旎 摄/视觉重庆

更加宽广更加宽广

更加更加““合拍合拍””

8月18日，高速集团洒水车正在为巴南区接龙镇村民灌溉庄稼，在
阳光照射下呈现一道美丽的彩虹。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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