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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使命

“农田就是农田”

土壤是什么颜色？

我们每天以土壤中生长的五谷杂

粮、瓜果蔬菜为食，却很少俯下身仔细

观察脚下的土地。

在中国农业博物馆有一座土壤标本

陈列馆，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种

土壤类型标本。南海西沙群岛的珊瑚沙

土、三江平原的肥沃黑土、东海之滨的滨

海盐土、新疆戈壁的棕漠土……它们相

隔千里，颜色质地各异，却肩负着共同的

使命——种植中国粮食，养活中国人民。

我国以占世界 9%的耕地、6%的淡

水资源，解决了世界近 20%人口的吃饭

问题，成就举世瞩目。然而，面对逐年

增长的粮食需求，18 亿亩耕地红线已成

为一条不能失守的底线。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耕地保护党

政同责”“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

措施”……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这

两年，我们引导生产经营主体腾退低效

劣质果树、苗木，恢复粮食种植。”四川

省都江堰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生产科科

长邹华介绍，仅去年一年，都江堰市恢

复水稻种植 6300 亩，推动“非粮化”耕地

向种植粮食的良性发展。

田里种了粮食还不够，进一步推进

农田高产高效，才能走出更宽的路。为

此，我国明确到 2022 年建成 10 亿亩高

标准农田，以此稳定保障 1 万亿斤以上

粮食产能。

“以前一块格田面积最多 1 亩，现在

能达到 8 亩。”湖南省澧县盐井镇张家垱

村党支部书记廖万松说，高标准农田建

设将“小田”变成“大田”，更便于大型农

机“闪转腾挪”，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

拥有更大面积耕地的北大荒集团大兴

农场，水田标准化改造工程将格田面积

扩大到二三十亩。

“今年的目标是再建设 3 万亩高标

准农田。”大兴农场农业科科长杨成林

说，“高标准农田具有适宜机械化生产、

基础设施完善等优势，平均每亩地生产

成本减少 140 元，稻谷出米率提升 1 至 2

个百分点。”

大兴农场四周水网交织，2019 年和

2020 年夏秋季，农场遭受涝灾。高标准

农 田 由 于 土 地 平 整 ，配 套 水 利 设 施 完

善，很快便将积水排出，抗灾能力明显

强于普通农田。

“涝了可以排，旱了可以灌，再也不

用‘看天吃饭’了！”大兴农场科技示范

户胡春光高兴地说。

种子的旅程

打好种业翻身仗

夏 季 在 北 方 的 田 野 里 劳 作 ，冬 天

“飞”往温暖的南方——每年定期在我

国南北往返的，除了候鸟，还有育种科

研工作者。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研究员李艳华，就是其中一员。

她所选育的“东生”系列大豆品种，亩产

400 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冬季寒冷又漫长的黑龙江，培育

一季大豆需要一年，而在我国最南端的

海南省，每年则有 2 至 3 个生长季。为

缩短育种时间，几乎每年秋季，李艳华

都奔波 4000 公里，带着大豆种子从黑龙

江前往海南进行育种工作。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粮食

安全的命脉。从“东方魔稻”到打响种

业翻身仗，经过数十年艰辛探索，目前

我国水稻和小麦种源能够做到完全自

给自足且有竞争力，玉米和大豆种子基

本自给。播撒在田间的一粒粒“中国种

子”，是我们端牢“中国饭碗”、把握粮食

安全主动权的最大底气。

作为四大主粮之一，我国的小麦种

子已 100%自主可控，育成并推广一系列

优质、高产、抗旱节水的小麦新品种，单

产、品质等方面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然而，在 20 世纪末，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消费者对强筋、弱筋面粉的

需求愈发强烈，而当时国内并没有相应

小麦品种。

“中国的小麦要满足中国人的胃。”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为钢带领团队埋头

苦干 10 年，在 2001 年成功选育出优质

强筋小麦品种“郑麦 9023”，种植面积曾

连续 6 年位居全国第一。

“经过 20 多年努力，我国小麦在强

筋、弱筋优质品种上完全可以与世界先

进水平媲美。”许为钢表示，这使得我国

成功抵御了国外优质小麦对中国市场

可能产生的冲击。

在北京，新建成的国家作物种质资

源库能满足未来 50 年、150 万份种质资

源的安全保存需求；在新疆，来自北大

仓的团队驾驶大型机械穿梭在玉米制

种基地，用 10 天时间完成 1.4 万亩玉米

的去雄工作……四川、甘肃、海南三大

国家级育种制种基地，52 个制种大县，

100 个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为全国提

供了 70%以上的农作物用种，共同构建

起中国种业的核心生产格局。

上月初，许为钢带领团队辗转河南

省商丘、南阳、周口、驻马店等小麦主产

区调研。受去年暴雨灾害影响，这些地

区小麦播种推迟了 10 余天。实地调研

过后，许为钢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今年小麦没问题，有保证的。”

粮食的“一生”

插上科技的翅膀

白色的蒸汽从锅边不断冒出，厨房

里弥漫着米饭的香气。“这是东北五常

大米。”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退休干部

张阿姨说，现在超市货架上，摆满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米面，但她最喜欢的还是

东北大米。

口 感 和 味 道 ，与 过 去 并 无 太 大 差

别，但如今端上饭桌的米粒却有着不一

样的“成长经历”。

例如，这粒大米的“前身”——水稻

蒸过“桑拿”。

“用专业术语解释，就是工厂化育

秧。”与水稻打了 40 年交道的胡春光介

绍，以前水稻育秧需要六七天，而且受

天气影响大。现在，整个育秧过程转移

到温室大棚内，根据秧苗生长情况调节

环境温度、湿度，不仅时间缩短至 3 天，

出苗率也比以前高。

在种植双季稻的湖南省益阳市南

县 ，出 苗 快 意 味 着 可 以 缩 短 水 稻 种 植

周 期 。“ 有 了 工 厂 化 育 秧 和 机 械 化 插

秧 ，早稻和晚稻插秧都能提前 10 天完

成。”当地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昌建文说。

除 了 蒸“ 桑 拿 ”，水 稻 施 肥 还 可 以

“按方抓药”。近年来，胡春光与东北农

业大学实验室开展合作。测土配方施

肥、前氮后移等技术，都是在他的田地

里试点后推广的。

“这几年变化最大的是侧深施肥。”

胡春光说，过去大多采用抛撒式施肥，

肥料消耗多，不仅成本高，还容易导致

土壤板结。侧深施肥技术是在插秧时

就将肥料施于秧苗侧位土壤中，肥料利

用更加高效。“原来一亩地需要 70 斤肥

料，现在只用 50 斤。”

如今，农田里的秧苗不仅有这些特

殊经历，还有了“专属卫星”。几天前，

在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一家粮棉种植

合作社负责人牛文忠在手机 APP 上发

现，甲马营镇北王庄村的一处田地发生

病虫害。他立刻联系农技人员实地查

看情况，制订防治方案。

“天上有北斗卫星这双‘眼睛’帮我

们盯着。”通过手机 APP 可以看到，大片

田地被划分成不同的色块。“白色、绿色

表示正常，黄色则代表土地氮元素含量

偏低。”牛文忠说。

从“土生土长”到端上餐桌，一粒粮

食的“一生”浓缩着农业科技的创新发

展。2020 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突 破 60% ，有 力 支 撑 粮 食 生 产 连 年 丰

收。一年好景看春耕，机器人、无人机、

气雾栽培、鸟巢温室……科技之花盛开

在希望的田野上。

端牢十四亿人“中国饭碗”
——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闻思录

■本报记者 王 钰

3 月 31 日，一场春雨刚停，我来到田里看

小麦生长情况。看到绿油油的麦苗往上蹿，

我由衷感到高兴。这份高兴，更多来自田长

的责任。

我是山东省武城县甲马营镇西位村党支

部书记。2021年 9月份开始，我多了一个新职

务：村级田长。

我们村现有耕地 1700 亩，村民收入主要

来自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近几年，村里多数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种地的村民越来越少。

我有点担心：农田变成工地，耕地不种粮食，我

们将来吃什么呢？

2021年 7月，武城县召开“田长制”工作动

员会，要求全面推行“田长制”，将保护耕地的

关口前移，建立县、乡、村三级田长的责任分工

体系，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定 390 个村级网格。

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自然就成了管理全村

1700亩耕地的村级田长。

成为田长，首先得懂“业务”。去年以来，

县里专门举办了好几期村级耕地保护培训班，

给我们这些“田长们”讲什么叫“非粮化”“非农

化”，哪些行为是违法的，田长应该做哪些工

作。不仅如此，县里还在村口立起一块公示

牌，上面有村级田长的姓名、联系方式、职务任

务、分包区域图和土地现状图，既让村民知道

以后有田长管耕地了，又让田长接受村民的监

督。从那以后，村里涉及耕地的相关工作，都

由我牵头，联系村“两委”成员、村民小组长、村

民代表和相关经营主体负责人共同商议。

我感觉，村级田长就像行走在耕地保护

最前沿的“哨兵”，最早发现问题，最早报告，

最早处置。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村民习惯在

自家耕地种树、取土、堆放柴禾。这些其实都

是私自占用耕地行为，但他们不觉得有什么

问题。为了提高村民耕地保护的意识，我挨

家挨户上门给他们宣讲政策。2021 年 4 月，

一名村民想在自家地里圈出 5亩建造养猪场，

得知这个消息，我立刻去找他沟通，讲解保护

耕地的重要性，经过反复做工作，终于打消了

他占用耕地发展养殖的念头。

除了村级田长的督导，县自然资源局、农

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也会不定期来村里检查，发

现违规行为就会下发整改通知书，严重的还要

罚款。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村民耕地保护的意

识不断提高，今年乱占耕地的情况几乎看不到

了。工作没白干，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我觉得，人与土

地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人们衣食住行

都离不开土地，尤其是耕地，保护耕地是造

福后代的大事，需要包括我在内的“田长们”

持之以恒，为儿孙后代尽一己之力。

（于 宁、李淑冉、于 斌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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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清明时节，麦长三节。”在良田万亩的北大仓，水稻正在棚
内育秧；在经历了暴雨灾害的中原大地，冬小麦开始拔节；最早
迎来春天的华南地区，早稻已经插秧，是时候给黄豆追肥了。

习主席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
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粮食安全是‘国
之大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

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推动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截至 2021
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 7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实现“十八连
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十四亿人端
稳“中国饭碗”更有底气。

展望未来，中国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依靠自身力量筑牢国
家粮食安全防线，也必将书写中国粮食安全的新篇章。让我们走
进田间地头，听一听“稻黍稷麦菽”奏响的农业现代化新乐章。

写在前面

3月中旬，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开展“送农机培训下乡”活动，把农业机械培训搬到田间地头，为春耕备耕

提供技术保障。图为农民学员练习操作农机。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吉林省梨树县国家百

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

准化生产基地探索创新黑土

地保护的“梨树模式”。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贵州省天柱县高酿镇上花村的农民喜

迎水稻丰收。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