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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安全与社会的和谐、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近年,S县牢牢把

握粮食生产和安排主体责任,大力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和设施农业.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山区,传统农业模式转型速度较慢,加之

自然灾害频发,如何真正实现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确保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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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粮食生产现状

S县地处陇东黄土高原中部地带,沟峁梁相间,平均
海拔 1 011～1 623 m,年均降雨量 580 mm左右.农业人
口 22.2万人,全县总土地面积 403.56万亩,其中,耕地
面积 102.8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76.9万亩).粮食作物
种植以小麦、玉米等为主,豆类、马铃薯等其他杂粮为辅.

全县现有常住人口 23.51万人,按照人均年需粮食 425 kg
计算,每年消费粮食 10万 t左右.从 2015年到 2021年,
全县粮食总产量始终稳定在 11万 t以上,粮食总产量能
够实现自给自足,且有少量盈余.

2 种粮效益分析

本次调研通过对县域内部分乡镇种植玉米、小麦的

部分农户进行走访,全面了解掌握目前农户小麦、玉米

种植收益状况.初步数据材料分析如下:

第一,冬小麦.塬区:每亩成本 515元,其中,肥
料 150元 /亩,种子 90元 /亩,机耕费 70元 /亩,机播
费 50元 /亩,机收费 60元 /亩,农药 25元 /亩.亩产约
250 kg,按照 2.8元 /kg,亩产值 700元,收益为 185元 /亩.

山区:在投入成本相同的情况下,亩产约 190 kg,收益
为 17元 /亩.
第二,全膜玉米.塬区:每亩成本 710元, 其中肥

料 230元 /亩,种子 60元 /亩,地膜 70元 /亩,机耕
费 70元 /亩,机播费 60元,机收费 100元 /亩,农药
50元 /亩.亩产约 750 kg,按照 2.7元 /kg计算,亩产值
为 2 025元,收益为 1 315元 /亩.山区:在和塬区投入
成本相同的情况下,亩产约 450/kg,收益为 505元 /亩.
第三,露地玉米.塬区:每亩成本 640元,其中肥

料 230元 /亩,种子 60元 /亩,机耕费 70元 /亩,机播
费 60元,机收费 100元 /亩,农药 50元 /亩.亩产约
600 kg,按照 2.7元 /kg计算,亩产值为 1 620元,收益
为 980元 /亩.山区:在和塬区投入成本相同的情况下,
亩产约 350 kg,收益为 305元 /亩.
以上均未扣除农民付出的人工成本.

从调查走访来看,种植主粮作物小麦、玉米效益低下,

如果加入人工成本,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1],尤其山区地

理条件差、土地贫瘠、保水性差,小麦、玉米单产更低,

农民种植小麦大多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的口粮.随着旱

作农业技术的推广和玉米价格的走高,种植全膜玉米的

效益最高达到 1 315元 /亩,加之机械化普及度不高和传
统种植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在保证小麦口粮的前

1亩=667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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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选择种植玉米和白瓜子、豆类等经济作物来增加家

庭收入.

3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粮食种植经济效益低

近年,受公共卫生事件及全球物资供应影响,种粮

成本和农资价格上涨,绝大部分群众把有限的劳动力自

发投到了经济效益好的作物种植上.通过调查一年来的

农资价格发现,尿素、硝铵、硫酸铵、硫酸钾肥、复合

肥、地膜涨幅均在 30%左右;玉米投入变动为:籽种由
20元 /kg上涨到 25元 /kg,涨幅 20%;耕地由 60元 /亩上
涨到 70元 /亩,涨幅 16.7%;覆膜(点种)由 50元 /亩
上涨到 60元 /亩,涨幅 20%;收割由 100元 /亩上涨到
120元 /亩,涨幅 20%;农药由 40元 /亩上涨到 50元 /亩,
涨幅 25%.小麦投入变动为:籽种由 3元 /斤上涨到
4元 /斤,涨幅 33.33%;播种由 40元 /亩上涨到 50元 /亩,
涨幅 25%;收割由 50元 /亩上涨到 60元 /亩,涨幅
20%;耕地由 60元 /亩上涨到 70元 /亩,涨幅 16.7%;
农药由 20元 /亩上涨到 25元 /亩,涨幅 25%.加之近年
油价一路攀升,小麦、玉米折合亩生产投入成本分别上

涨 120元、160元左右,虽然粮食价格有所上涨,但是远
远没有化肥、农药、种子等农用物资的涨幅大,农资上

涨是导致农民种植成本增加,总体种植收益下降的最主

要原因.

3.2 农民种粮积极性低

由于粮食补贴、购机补贴、粮食价格上涨等政策因

素,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所提高,但随着种粮投入成本

的增加,农民认为种粮不如打工、不如种经济作物.首

先,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镇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

非常普遍.随着农村地区老龄化日益显现,形成“老人”

农业、“妇女”农业;其次,农村地区粮食种植基本还是

传统的种植模式,智慧农业和设施农业模式营运度不高,

受地理环境自然禀赋影响,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程度

普及度还很低,大多数种植户凭经验种田,别人怎么种

田,自己就怎么种田,文化程度较低,新技术难以推广,

导致粮食产量不高,影响了农民种粮的收益和积极性.

3.3 自然灾害抵御能力低

首先,县域内部分农田水利设施老化,甚至部分农

田水利设施已经被废弃,很难适应新时代粮食生产需求.

其次,农业防灾减灾投入资金跟不上农业发展的需要,

尤其是在小麦、玉米生长期间,春季晚霜冻害、夏季的

伏旱和冰雹等自然灾害对种植业影响较大.比如,去年

五月间,我县出现短时强对流降水天气,引发风雹灾害,

造成粮食作物受灾 36 693 hm2(小麦 1 568.2 hm2、玉米

20 108 hm2、杂粮 59.1 hm2、豆类 30.7 hm2),其中绝收

265.09 hm2(小麦 261.16 hm2、杂粮 3.93 hm2),全县近一

半以上的乡镇均受到严重经济损失,农民群众家庭经济

收入严重下降.最后,农业防灾减灾宣传不足.在调研

过程中发现,农村地区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度及实效性不

高,农业防灾减灾宣传还是以发放资料为主,老百姓文

化程度低,看不懂也不愿意看,不会用也不愿意用.

3.4 深加工产业化程度低

全县从事小麦、玉米深加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几乎没有,仅有乡镇的小加工作坊,规模较小,设备简

陋,且加工能力有限,对优质专用型小麦、玉米加工、

深加工能力更为薄弱,加工层次和规模较低,简单的生

产加流通的增值潜力有限,不能形成完整的产业化链条,

导致主要粮食作物附加值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粮

食种植效益和市场的扩大 [2].

3.5 田间管理水平质量低

近年,随着新技术、新材料、新品种的不断应用,

我县正在由传统粗放型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田间管

理由过去的“不管”向现在的生长关键时刻管理转变,

虽然有所进步,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新技术、新材料、

新品种的种植技术宣传不够到位,农民对关键技术措施

理解还不够深入,实地操作不够规范,造成农作物种植

五花八门,呈现不同标准模式,与现代化农业还有一定

差距.二是新技术、新品种、新材料的配套本地化机械

不多,主要表现在适宜我县机械化播种的机具的密度、

深度等技术要素的机械很少,我县机械播种大部分来自

周边的地区,因两地自然环境、种植模式不同,对我县

在作物播种时期由机械原因造成的亩播量不足,密度、

深度不够,影响我县农作物田间苗情长势.三是近年随

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网络出现了一批“伪专家”,对农

业技术措施断章取义、关键技术环节扭曲歪曲,使得部

分群众对农业技术应用出现管理偏差,造成田间管理“该

管不管,不管该管”的混乱现象,影响作物生长,导致

亩产不佳,经济效益不高.

3.6 种粮面积逐年减少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自 2015年以来,为了打赢脱贫
攻坚战,促进农民增收,全县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

及时调整种植业结构,逐步发展壮大苹果、瓜菜、草畜、

中药材、万寿菊等特色经济产业,适度压缩了粮食播种

面积.从2015年以来,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分别是840万亩、
8 467万亩、71.72万亩、60.87万亩、56.62万亩,51.59
万亩、51.92万亩,截至 2022年底全县果园面积达到 25
万亩、瓜菜面积 17万亩、饲草面积 18万亩、万寿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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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中药材 33万亩.农业经济作物的逐年增加,导致
主要粮食种植面积不断减少,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成为

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4 对策建议

4.1 认真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粮食安全战略

全面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深入推广测土

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化肥、机械深松耕、水肥一体化、

生物防控等技术措施,不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加强耕

地管控,确保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52.5万亩以上,
并保持逐年递增态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

粮化”,从严查处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违法违规占用

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

耕地用途管理,规范落实占补平衡政策,扎实推进撂荒

地治理,加快苗木占地腾退,让更多的耕地多产粮、产

好粮.

4.2 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要加大力度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技术培训指导,

打造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种粮农民队伍.按

照有生产基地、有良种供给、有农业机械、有产销订单、

有储藏或加工场地“五有”要求,持续推进农民专业合

作社规范提升,发挥组织农民、服务生产的桥梁纽带作用,

加大家庭农场培育力度.把符合条件的大户作为重点培

育对象,纳入家庭农场培育范围,切实提高生产效率和

粮食产能.

4.3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要利用电视微信等宣传媒体,围绕粮食安全,大力

宣传国家和省、市县出台的各项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增

强政策的指向性,切实增强农民种粮意识和积极性.要

广泛开展技术、信息宣传,加大技术扶持和对农户的技

术培训力度,强化农情、墒情、市场行情等信息服务.

要把对粮食生产的投入放在公共财政支持的优先位置,

全面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一次性种粮补贴、农机

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托管等支持政策,建立健全粮食

生产奖励机制,对稳定粮食生产作出贡献的单位及个人

给予奖励,全力营造粮食生产良好氛围.

4.4 不断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

要牢固树立“防灾就是增产、减损就是增粮”的理

念,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加强防灾

应急物资准备,指导农民因时、因地落实防灾减灾措施,

增强倒春寒、夏伏旱、洪涝、风雹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

能力.加大农业保险、信贷等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

度,积极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范围,切实保护种粮

农民的利益.及早谋划和安排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

作,强化防控措施,压实属地责任,实行定责定岗定人,

做到早实现“两增两减”防控目标.

4.5 着力提升科技支撑水平

大力开展绿色高质高效行动和机点示范工程,提高

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深入开展

精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示范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

肥体化、有机肥精代化肥、秸秆还田等化肥减量增效技术.

加强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示范应用低毒高效农药、

生物农药及新型植保器械,提高统防统治覆盖率,提升

绿色防控水平 [3].同时,坚持农机农艺融合,引进推广

精量播种、粮食收获、秸秆收集、开沟施肥、粪污处理

等适用农机,巩固提升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水平.

4.6 着力推进技术培训宣传

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和新材料是推进现代化农

业建设的主要环节,是提升田间管理技术的重要抓手.

因此,要通过举办现场培训会、印刷宣传资料、示范点

观摩、专家授课等方式,不断提升农民对新技术、新品种、

新材料应用的认知率、知晓率和实操率,提高田间管理

水平,促进粮食生产增产增收.同时,要加大对新媒体

管理力度,从源头上杜绝“伪专家”对田间管理的影响,

积极动员本地“土专家”发挥基层宣传作用,把各项现

代化农业新技术宣传到田间地头,让种地农民真正掌握

种植新技术新技能,切实提高农业种植经济效益.

4.7 着力推进机播设备本地化

针对大量外来机械不适宜本地耕种需求,造成我县

粮食产量不高的现状,农机部门要加大适宜本地化播种

模式的农业机械设备推广购置力度,组织本地农业专家

进行深入调研,根据本土种植密度、深度等方面进行技

术改造,让现代农业机械适应本地种植特点,切实提高

粮食亩产收益.

5 结束语

总之,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计,要坚决扛起农业粮食

种植的主体责任,不断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切实提

升种植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保证县域粮食生产和粮食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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