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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近日，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传来丰收喜
讯——2024年我市粮食播种面积3047.87万亩，
同比增0.3%；粮食产量1100.73 万吨，同比增
0.4%，粮食产量连续16年增长，创近16年来新高。

“巴掌田”“鸡窝地”的重庆，如何在粮食增
收上开出“粮”方？12月17日，记者对此进行了
采访调研。

增面积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同比增长0.3%

仲冬时节，巫山县双龙镇安静村2000亩的
晚熟柑橘林里，村民三五成群在山坡上锄草、修
枝，忙得热火朝天。树下是绿油油的胡豆苗，生
机盎然。站在山岗上，看着眼前的闲置地又重新
种上了粮食，村党支部副书记陈永国很是感慨：

“闲置地盘活后流转给一家企业种柑橘，同时林
下套种黄豆、胡豆等作物，村里一年增加了五六
十万斤粮食产量。”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耕地是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粮食种植面积要求只增不减，如何
增？从哪里增？

“大力推进闲置地复耕复种。”市农业农村
委粮油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如尽快复耕浅丘耕
作条件较好的闲置地，并优先用于粮食生产。
我市还深入实施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行
动，力争到2027年，改造提升达到“宜机宜耕、
能排能灌、高产稳产、旱涝保收”标准的农田
1000万亩。

今年5月初，垫江县长龙镇长久村集体经济
联合社负责人刘本权管理的200多亩春马铃薯
喜获丰收，平均亩产由过去的1600公斤增加到
1800公斤。“‘巴掌田’‘鸡窝地’经过高标准农田
整治后，不仅连成了片，面积还新增了10%，通
过机械化耕种每亩还能节约60元成本。”刘本权
说。

此外，我市各区县还通过加强耕地保护和用
途管控，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开发
利用冬闲田、调整种植结构等方式，充分挖掘面
积潜力。

通过一系列措施，今年我市粮食播种面积

达3047.87 万亩，较上年增加 8.98 万亩，同比
增长0.3%。

选好种
做强“农业芯”助农稳增收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丰收图景往往从一粒
良种开始。近年来，我市立足山地特色，通过不
断创新提升品种品质，助力粮食增收。

今年，梁平区碧山镇龙桥村水稻种植大户蒋
丽英尤其偏爱“精两优1212”水稻品种。“产量不
仅高，抗倒伏能力还强。”说起优质稻品种，蒋丽
英赞不绝口。

前几年，蒋丽英一直种的是老品种“农两优
1988”，这种品种水稻植株高，抗倒伏能力弱，不
利于机械化收割，无形中增加了种植成本。而种

植“精两优1212”后，不但种植成本下降了，亩产
也提升了，今年她的水稻平均亩产能达到650公
斤。

无独有偶。在彭水，新品种红薯“彭苏6号”
一经推广，就吸引了石柳乡正洞平村红薯种植大
户罗云容的关注。她告诉记者，今年新品种红薯
的长势很好，产量也很高，一亩地能增加500多
公斤。

彭水县农技推广中心粮油薯业科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彭苏6号”的产量比传统品种要高
15%，今年全县推广后，红薯产量近50万吨，较
去年增加了3万吨左右，种植户户均增收3000
元。

市种子站相关负责人表示，得益于新品种的
推广，今年我市农作物品种在品质、产量等方面
取得长足进步。其中水稻、玉米品种试验平均单
产分别达592公斤/亩、599公斤/亩，较5年前分

别提高了30公斤/亩、26公斤/亩。

提单产
粮食平均亩产达361.1公斤/亩

今年以来，我市明确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
大面积提高单产上，多措并举推动“三稳、一扩、
一提（稳口粮、稳玉米、稳大豆，扩大油菜面积，实
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建设高产示范片，开展
密植防倒伏技术研究、再生稻配方施肥试验、增
密提单产示范等重大技术集成和重点科技攻关，
将成熟技术组装成区域性、标准化的增产技术模
式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提升主要农作物单产水
平，确保我市粮食产销平衡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为全市粮食安全奠定基础。

为此，去年秋冬种以来，我市选择一批区
域代表性强、基础条件好、辐射带动能力突出
的大豆、玉米、马铃薯等主产县，分片区、分类
型、整建制开展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以提高
整地播种质量为核心，以培育壮苗构建高产群
体为重点，抓住耕种管收各环节，千方百计提
高粮食单产。

大豆、玉米方面，我市在巴南、奉节、江津等
区县开展大豆和玉米增密提单产示范工作，其中
巴南区惠民街道显林村的测产结果显示，今年大
豆和玉米增密提单产示范片的平均亩产达到
727.2公斤，增产幅度达31%。

马铃薯、春玉米等品种上，在奉节县兴隆
镇友爱村实施马铃薯、春玉米、夏大豆带状种
植增密栽培示范工作。经实收测产，30多亩
示范片平均亩产春马铃薯2500公斤、夏大豆
112公斤。

市农技推广总站相关负责人说，通过实施主
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今年我市粮食
平均亩产361.1公斤/亩，较上年增加0.5公斤/
亩，同比增0.1%。

用农机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近日，在永川区五间镇新建村的中化农业的
示范农场，平整的作业通道、长长的排水沟纵横
交错，各式各样的大型农机在田间地头来回穿
梭，一幅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场景映入眼帘。

在农场高粱油菜轮作种植基地示范区，农机
人员正熟练地驾驶着旋耕机、覆膜机等进行作
业。“这是新改造出来的16亩多高粱油菜轮作基
地，现在耕地、播种、施肥全部采用机械化作业，
从平地到栽苗只要3天，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
率，粮油单产也能增加几十斤。”中化农业示范农
场相关负责人说。

实现粮食旱涝保收、高产稳产，推广运用现
代化的农机装备和技术是根本。目前，我市已有
大中型农机近 2 万台，全市农机化水平达到
56.8%。通过机械化生产，平均每亩粮食作物节
本390元，旱地复种指数增加40%以上，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大大提升。

接下来，我市将坚持推进良田、良种、良
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在增加种植密度、
提高播种质量、水肥精准调控、减少产量损失
4个方面下功夫，全环节、全过程、全要素挖掘
粮食作物产量，为守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夯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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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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