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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耕地更肥 让生态更美 

——昆山耕地轮作休耕的探索实践 

吴桂成 史平/ 江苏省昆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文伟/ 昆山市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昆山市现有耕地 23.7 万亩，稻麦两熟。近年来，昆山市始终把农业绿色发展摆在突出位置，通过“探索、试点、推

广”，稳妥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2015 年，市级层面出台《关于推广农村新型合作农场的若干意见》，昆山在全省率先实

施耕地轮作休耕，在技术模式、组织方式等方面进行探索，积累经验。2016 年，昆山市被列入全省首批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

县，保质保量完成了省级下达的 2 万亩耕地轮作休耕试点任务。2017 年，出台《昆山市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实施办法》，统筹实

施区域，在沿河湖水网、主干道路优先常态化开展耕地轮作休耕，目标到 2020 年全市规模经营土地完成一遍轮作休耕。2017 年

9 月 14日，昆山市耕地轮作休耕试点作为江苏典型，接受了央视一套“焦点访谈”栏目专访，相关报道播出后，社会反响良好。

2018 年 11 月 12 日，全省耕地轮作休耕推进会在昆山召开，“起步早、补助足、创意多、对接好”的昆山模式受到肯定，并向

全省推广。 

“轮休”并举，培植新优势 

强化工作监督。成立由市农业农村、财政、国土、水利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联合领导小组，负责全市耕地轮作休耕的

组织领导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工作组，负责具体工作实施。各区镇对行政区域内的耕地轮作休耕附属地承担管理责任。明确轮

作休耕操作流程，实施绩效考核机制，引入第三方核查。开发昆山市耕地轮作休耕地理信息系统，实施全市耕地轮作休耕“一

张图”监管。 

优化补贴政策。在省级试点补贴基础上，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扶持政策》，进一步加大耕地轮作休耕

补贴力度，明确轮作换茬每亩补贴 400 元、深耕晒垡每亩补贴 300 元。今年 4 月，出台《昆山市耕地轮作休耕实施细则（试行）》，

进一步规范耕地轮作休耕实施工作。 

深化技术服务。昆山市农技推广中心、耕保站和区镇农服中心技术骨干组成技术指导小组，完善技术模式，深入开展宣传

培训、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布置监测网点，长期跟踪耕地质量变化。与南京农业大学草业学院合作，开展“不同绿肥品种筛

选与展示试验”“绿肥套播与稻秸秆留茬高度试验”等，筛选出适宜本地种植的绿肥品种，熟化绿肥栽培技术。 

生态优先，田园变花园 

让土地“休养生息”。实施稻绿肥轮作或深耕晒垡，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实现“藏粮于地”。休耕小

麦后，当季每亩减少化肥使用 23 公斤、农药 0.38 公斤，有效减轻了化肥农药使用对土壤环境的副作用。 

让环境优美宜人。围绕“美丽昆山”、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利用绿肥品种，开展创意轮作。2018 年，高新区白

渔潭基地种出“昆”字祥云图案；2019 年，高新区赵厍村种出“美丽昆山”四个字图样，千灯镇高效农业园区打造百亩连片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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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油菜，营造出油菜花海，赋予田园“花园”功能。 

让农业增产增收。轮作休耕有利于水稻适期播栽和绿色种植，提升稻米品质，赢得市场竞争。2018 年淀山湖镇优质水稻“南

粳 46”种植订单面积达 5000 亩，占比近 50%，亩均效益较常规种植增加 10% 以上。同时，轮作休耕促进了农旅融合发展，有

效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2018 年，千灯镇高效农业示范园依托耕地轮作休耕种植 300 亩油菜、200 亩红花草，举办油菜花节，

门票收入 52.8 万元；2019 年，该示范园种植 500 亩油菜，其中 150 亩为彩色油菜，举办了第十一届菜花节，门票收入 58 万

元。 

问题导向，发展存制约 

面积核查方法有待完善。耕地轮作休耕面积是资金补贴的重要依据，如何确保面积核查准确有待进一步探讨。目前，昆山

采用的方式是引进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进行面积核查。在方式上，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在数量上，因轮作休耕面积大，

核查工作量巨大，精准确定难度大；在质量上，深耕晒垡深度与轮作换茬覆盖度均有要求，核查以主观意识为主，客观的核查

方式有待研究制定。 

换茬季节紧张。昆山耕地常年稻麦两熟，水稻以早熟晚粳品种为主，一般 10 月底开始收获，11 月上、中旬结束，换茬季

节紧张，加之换茬阶段常常连续阴雨，不利于绿肥的播种管理。目前，全市大面积换茬绿肥作物为紫云英和油菜，适期播种难

度大，而套播还存在雨水多、出苗难的风险。 

轮作休耕效果数据支撑不足。耕地轮作休耕是一个长期工程，无论深耕晒垡还是轮作换茬，在培肥地力、改善土壤性状、

提升下茬水稻品质等方面的效应需要 3~5 年或更长时间方能显现。同时，轮作休耕效果的体现大多是微观的，需要大量数据进

行系统支撑，目前相关数据仍需进一步完善。 

“三力”共进，增添新动能 

聚力提高意识。耕地轮作休耕从眼前看，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

施；从长远看，让透支的耕地休养生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大事。要把耕地轮作休耕制度纳入乡村

振兴整体规划，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认识耕地轮作

休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通过网络、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多视角、深层次宣传耕地轮作休耕的重要意义和政策措施，

形成全社会广泛共识。 

发力完善政策。引进市场机制，按照“谁受益、谁买单”的原则，争取补偿主体多元化；制定与耕地轮作休耕制度相适应

的土地流转政策，引导与激励农民延长土地流转期；进一步完善财政补贴政策，根据原耕地基础条件、收成水平、轮作休耕类

型、地力恢复情况等方面确定差别化的补贴标准；应用遥感技术和第三方评估，开展耕地质量检测，建立科学的轮作休耕绩效

评价机制，完善休耕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着力开展创新。重点在技术和模式两个方面开展创新。技术创新方面，整合相关科研力量和社会资源，开展轮作休耕技术

攻关和示范推广，重点推广可与水稻顺利接茬、生物量高、景观效果好、生育期相对较短、不影响夏季作物播种的优质绿肥草

品种，集成绿肥草高产栽培与利用技术。模式创新方面，与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相结合，推广“水稻—紫云英、水稻—箭筈豌豆、

水稻—多花黑麦草”等粮草轮作模式，增加“有色”作物栽培面积；与休闲观光农业相结合，培植农业亮点，全力打造休闲观

光农业示范基地；与稻田综合种养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