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一楼展示大
厅，当地出产的米油豆奶等各类农产品琳琅
满目。2018年 9月 25日下午，习主席在这里
考察粮食生产和收获情况时强调，中国人的
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随后，他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
道：“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温暖的话语，是褒奖，也是鞭策，让无数
北大荒人激动不已。1947年，一批荣复军人
在北大荒点燃第一把荒火，撒下第一把种

子。此后，荒火逐渐燎原，种子生根发芽。
转眼 70余载，奇迹耀荒原。如今，这里的耕
地面积达 4300万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
在 400亿斤以上，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压舱石”。

进军北大荒，誓建“北大仓”

一根弯木当辕，后端固定犁铧，前边两
根麻绳做索……走进北大荒博物馆，一具破
旧的犁杖映入眼帘。讲解员告诉记者，这就
是著名的“北大荒开发第一犁”。

与广袤的荒原相比，一具犁杖是何等的
渺小！讲解员告诉我们，按照党中央“关于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一批
荣复军人创建了宁安 、赵光等第一批国营
农场。之后，10万转业官兵、5万大专院校毕
业生、20万支边青年、54万知识青年和大批
地方干部组成的百万大军，相继投身于垦区
开发建设。
“当时的北大荒，野兽成群，沼泽密

布，杂草有一人多高。没有住的地方，大
家就搭起马架子、地窨子。最可怕的是夏
天蚊虫太多，干活时只能戴着蚊帽子，有
时只能留张嘴在外边吃饭，蚊虫经常掉到
饭碗里。”在八五二农场，记者见到了 5 位
“农垦一代”。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们依
然记忆犹新。

然而，就是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
不等不靠，将无畏之势、前进之姿，定格在
黑龙江垦区历史的丰碑上。开垦初期，北
大荒年产粮只有 0.048 亿斤，1978年突破 50
亿斤，1995 年突破 100 亿斤，2009 年突破
300 亿斤，2015 年年产粮达 441.3 亿斤，2018
年实现“十五连丰”……数字可能有些枯
燥，却写满建设者的艰辛，见证着奋斗者的
足迹！
“今天，这里早已成为‘北大仓’！”在素

有“天下第一场”之称的友谊农场，89 岁高
龄的刘焕高有些兴奋。他介绍，北大荒已
建起我国耕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
的国有农场群，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
产基地。

黑土生金，清流千里，绿满青山，如今的
北大荒俨然一座绿色的宝库！在这片广袤
的土地上，新一代北大荒人接过老一辈的旗
帜，大踏步走在现代化农业的道路上……

农业“国家队”，中华大粮仓

1962年，我国金融机构发行了一套人民
币，其中的壹圆纸币上有位女拖拉机手形
象。在那个农业生产以人力、畜力为主的年
代，这一设计饱含着人们对现代化的憧憬与
向往。

在建三江管理局七星农场，记者见到
59 岁的秦泗利时，他正开着一台大型机械
忙碌着。脚下的这片土地，迎来了又一个
丰收季……
“过去，种地靠人力、畜力，收割用镰

刀，条件好点的用‘小四轮’，费时费力效率
低。现在，从播种、管理到收割清一色使用
大农机。以前十几天的活，现在几个小时
就干完了。”聊起北大荒的发展变化，秦泗
利很感慨。他介绍，这个农场建设的“国家
大田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项目”，能够全面

积、全方位提取农作物生长的要素信息，并
通过科学分析找出作物生长规律，制定规
范的种植模式。

从昔日茫茫荒原到拥有千万亩耕地的
黑土地上“鱼米之乡”，从住地窨子、马架子
到如今楼房林立的新型城镇，从刀耕火种
的农业生产方式到以机械化、智能化、信息
化为标志的现代化大农业……七星农场取
得的成就，是黑龙江垦区建设发展的缩
影。如今的垦区，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国家队”，被
誉为国家“抓得住、调得动、能应对突发事
件”的中华大粮仓。
“北大荒种一年，一亿人吃一年”，这句

话形象地道出了黑龙江垦区为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的卓越贡献。

2003年“非典”期间，他们一周内向北京
供应 2.5 万吨平价优质大米；2008 年汶川大
地震发生后，他们向灾区捐赠 4600吨优质大
米，可满足 30万人一个月的口粮需求……据
黑龙江垦区一位领导介绍，垦区商品粮调出
量约占全国粮食调出总和的 1/4，每年调出
的粮食可供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人口一
年的口粮供应。

勇敢走出去，争做“大粮商”

如果你以为北大荒只是粮食大基地的
话，那就有失偏颇了。
“近年来，黑龙江垦区在狠抓粮食生产

的同时，拉长产业链，打造大企业，在建设
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产业的道路上越走越
快。”黑龙江垦区一位领导对记者说。据介
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黑龙江垦区就是我
国出口贸易的生力军。那时，我国外贸出
口创汇产品稀少，垦区由于自然条件得天
独厚，为国家提供了品种繁多、质量优良的
出口产品。

1978年 5月，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对
外经济贸易局（简称外贸局）正式成立，垦
区对外贸易开始步入快车道，到 1987 年产
品出口额达 3.18 亿元。后来，垦区外贸出
口由单纯供货变成了自主经营，出口商品
包括粮油、食品、饲料、工艺品四大类 11 个
品种。在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的同时，垦
区还不断加大国际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如
今，垦区已成为日本、韩国、荷兰、美国、加
拿大等国商人的投资热土。

与此同时，垦区将海外资源开发作为对
外开放重要渠道，鼓励农场、企业和家庭农
场“走出去”，利用闲置农业设备、农业种植
技术和劳动力到国外从事农业资源开发，先
后有 30个农场和龙头企业在国外注册公司、
租种土地，输出农机和劳务。
“开放，赋予北大荒无限活力。”来自黑

龙江大学的李教授，长期关注着垦区的发
展。他说，对外开放让一直以“种粮大户”形
象示人的垦区，逐渐转型为国际“大粮商”。
在他看来，勇于开拓是北大荒精神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也代表了北大荒人的意志品格，
“成绩与辉煌已属于过去，北大荒已扛起新
的使命与担当”。

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印发，新一轮
改革拉开大幕，农垦迎来转型发展的新契
机。人们相信，老一辈人留下的北大荒精
神，必将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让黑
土地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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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我国夏粮面积预计基本稳定在4亿亩，

预计亩产提高10公斤。无疑，今年又将是

个丰收年！

“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去年9月，习主席

在北大荒考察时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

长地说。“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

在自己的手上”“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

国最大的国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连获丰收，去年粮食

总产量达13158亿斤，连续7年稳定在1.2万

亿斤以上。大好形势下，习主席还反复强调

“饭碗”问题，可见其何等重要！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米一饭

关系国家安危、人民幸福，手中有粮才能心

中不慌。尤其是作为一个有13亿多人的人

口大国，粮食安全问题更是非同小可。可以

说，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党和国家的各项

事业就能稳得住。这个道理恐怕每个人都

懂，但在农业形势好的时候，有的人往往容

易麻痹松懈，尤其在取得发展成就的时候，

更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痛。

《左传》有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

无患。”算起来，我们挥别粮票的历史也不过

才20余年。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我们不能侥

幸，更不能折腾。须知，粮食安全一旦出了问

题就会非常被动。因此，粮食安全什么时候

都不能轻言过关，保证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

端在自己的手上，不能有丝毫含糊。这几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把

确保粮食安全放在首位，体现的正是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和驾驭全局的战略视野。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随着我国城

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我国粮食消费总量呈现刚性增长趋

势，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粮食消费总量将

达到1.4万亿斤。与此同时，老百姓的粮食

需求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吃

得放心”“吃得便利”跃升，人民的美好生活

追求对优质粮食的供给提出越来越高的要

求。从这个角度讲，粮食安全已不再仅仅是

保证粮食生产数量，即保证粮食尤其是口粮

的自给率，而且还要保证粮食生产质量以满

足人民群众需求，更要提高粮食的市场竞争

力以抵御国外粮食冲击。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

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

和后劲也在农村。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

告明确提出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任务，并将其

与农业现代化一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目标。新时代，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大好机

遇！像重视农业一样重视农村发展，使二者

同步推进、相得益彰，让亿万农民参与和共享

现代化成果，必然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逐步推进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

天雨虽宽，却不润无根之草。促进农业

发展受益者是农民，主角也必须是农民。提

升粮食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既需要农业技术、

设备等物质要素现代化，又需要农民素质、能

力现代化。为此，须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

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行动，健全职业

农民培训制度，把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

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

夏粮丰收，底线筑牢，观风云变幻，人们多

了几分气定神闲。但“洪范八政，食为政首”，

粮食生产永远在路上，粮食安全永远在路上。

只要我们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稳扎稳打，实

干苦干，善始善终，确保各项政策落地开花，就

一定能让中国人的饭碗装满优质中国粮！

让中国人的饭碗装满优质中国粮
■王 琰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习近平

经国家统计局核准，今年河南省夏粮总产量为749.08亿斤，比上年增加26.34亿斤。夏粮播种面积、总产量和单位面

积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图为今年夏天河南省唐河县农民操作机械设备收割小麦的情景。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七月的北大荒，一派生机盎然景象。放
眼远眺，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白
鹭在绿油油的稻田上空自由飞翔，徜徉在
美丽的田园风光间，一批批游客流连忘返。
“庄稼长势喜人，必将又是一个好年成！”

站在田垄旁，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七
星农场种植户杨布海心情格外好。他告诉笔
者，去年，自己种植的水稻获得大丰收，而且
销路很不错。鉴于这种情况，今年他又扩大了
种植面积。

顺着杨布海手指的方向望去，远处的稻
秧随风摇曳，不时泛起层层稻浪，煞为壮观。
“这么大规模的种植，雇了不少人手吧？”听了
杨布海的介绍，一旁的游客颇感惊讶。
“还真没雇几个人。”杨布海扭过头笑

着说，现在种田靠的是“智慧铁牛”，方便、
高效又快捷。看游客依然疑惑，他索性把大
家领到不远处的农机具中心参观。洋马插
秧机、沃德耕地机、佳联收割机……刚走进
农机具中心，一字排列的农机具像受阅的
方队一样，映入游客们眼帘。
“这台洋马插秧机安装了GPS系统，一

个工作日能完成 60多亩地的插秧任务，相
当于 30个人干一天。”从杨布海的讲述中，
人们约莫能感受到他的过人之处。他说，随
着时代的发展，农业生产早已不是仅仅跟
土地打交道的行当了，而是“适当体力劳
动+大量脑力付出”的结合体。

这几年，杨布海不但上了农业科技培
训班，恶补相关技术知识，还购置了一批新
农机，使农业生产实现了从整地、种植到秋
收的全程机械化。农业生产上的大胆投入，

让杨布海得了个“杨大胆”的绰号。
“不是我胆子大，而是我从党和政府的

决策中看到了发展信心！”聊起这个话题，
杨布海变得严肃起来。他说，这几年，国家
在财政收支形势趋紧的背景下，坚持把“三
农”作为公共财政的支出重点，尤其是《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
发展的意见》提出，“农垦要在良种化、机械
化、信息化等科技创新和农业技术推广方
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等，让自己种地更有
了期待感、方向感。

除了机械化生产，杨布海还注重良种良
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把 20多种新技术通
过配套组装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生产体系，打
造出一个现代化家庭农场。每年，他的水稻
亩产都远高于整个农场的平均值。如今，杨
布海成了有名的“科技种田带头人”，承担了
农场新技术示范试验的重任。

沧海桑田，“三农”巨变。在建三江管理局
人武部政委康术臣看来，杨布海仅是黑龙江农
垦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一个代表。他介绍，去年，
建三江科技园区在引进优质、高产、抗逆性较
好的作物品种基础上，自主培育了水稻品种三
江1号、三江6号，累计推广种植50万亩，较常
规水稻亩增产 56公斤，累计增产粮食 2.8万
吨，增加经济效益8000多万元。
“驾着小车去种地，扎着领带去播种，

开着空调去收获”，这是七星农场农民留
给康术臣的印象。他说，对于这里的农民
来说，“面朝黄土背朝天”已成为历史记
忆，这片绿色的田野上正升腾着浓浓的新
希望……

黑土地上好耕田
—一个种粮大户的农业科技经

■杨满仓“中原粮仓”再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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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去年冬天，“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又去了海南，和自己的团队在
基地一待就是 3个多月。

他已经 89 岁，身体大不如前。数十
年如一日候鸟般奔忙的背后，是这位老科
学家对梦想的执着、对国家和人民的赤子
之心。

袁隆平出生在动乱年代，从小跟着家
人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在重庆求学
时，经历了大轰炸，他感到，要想不受别人
欺负，国家必须强大起来。新中国成立前，
袁隆平亲眼见到倒伏在路边的饿殍，十分
痛心。选择农业报国，源自袁隆平想让大
家“吃饱饭”的强烈愿望。

农业报国，充满艰辛。1956 年，袁隆
平发现水稻中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认定
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培育杂
交水稻的念头，第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
1966 年，他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
性》，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此后，他与学生李必湖、尹华奇成立“三人
科研小组”，开始了水稻雄性不孕选育计
划。1970 年，在海南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
野生稻，打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突破口。
1973 年，他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
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重大
突破……

回忆起那段攻坚克难的日子，袁隆平

记忆里最深刻的细节之一，是背着够吃好
几个月的腊肉，倒转好几天的火车，前往云
南、海南和广东等地育种研究。他回忆说，
这样的经历“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后，袁隆平将
更多精力放在了“吃得好”和“更健康”上。
由他领衔、已实施 10多年的超级杂交稻“种
三产四”丰产工程从过去强调产量，向兼顾
绿色优质目标转变。

2018年 9月，多个单位和部门的专家对
袁隆平领衔的“低镉水稻技术体系”多点生
态试验进行了综合评议。结果显示，“低镉
稻”稻米镉含量在每公斤 0.07毫克以下，低
于每公斤 0.2毫克的国家标准和每公斤 0.4
毫克的国际标准。这表明，“低镉稻”在不
同镉含量土壤、不同栽培方式下的表现都
较为稳定，为我国从根本上解决“镉大米”
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

让杂交稻技术贡献人类，这是袁隆平
的梦想。据统计，截至 2018年底，仅在“一
带一路”沿线，就已有 40多个国家种植了超
过700万公顷的杂交水稻。
“洞庭湖的麻雀——见过几回大风

浪”，这是湖南人常说的歇后语。在讲述
自己的杂交水稻梦时，袁隆平笑言：“有
人说我是洞庭湖的老麻雀，但我更愿意
做太平洋上的海鸥，让杂交水稻技术越
过重洋。”

喜看稻菽千重浪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赤子之心

■周 勉 袁汝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