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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紧压实责任保障粮食安全 

毫不放松抓好全省秋粮生产 

唐明珍 

秋粮是江苏省粮食生产的大头，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

粮食安全这根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关

键措施落实，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完成，为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发挥好压舱石作用，以过硬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突出水稻生产加快推进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水稻是江苏省秋粮生产主体，也是第一大口粮作物，稳住了水稻生产就稳住了口粮供应。围绕提单产、提品质、增效益，重

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全面提升水稻集中育供秧水平。以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等项目为载体，大力推广硬地硬盘微喷灌等集中育秧方式，切实巩固提

高育秧效率和壮秧比例。用好粮食大县奖励、农业发展等资金，加强高标准集中育秧基地建设，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科学推

广育秧物化产品，加强试验示范，筛选推广一批适合大面积生产应用的育秧基质、壮秧剂、秧盘、机械播种流水线、种子处理药

剂等新型物化产品。着力加强种子药剂处理，推广药剂拌种、包衣技术，预防和控制种传、土传及苗期病虫害。加快钵苗育秧、

秸秆基质块育秧等新技术示范推广，在育秧关键时节、关键节点，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切实提高育

秧技术到位率。 

高标准开展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支持粮食生产技术推广的财政项目，是农业

农村部门抓好粮食生产的有效抓手。2022年，省里继续将建设 515个省级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示范片作为约束性任务下达给各地，

及早制定工作计划，按照绿色技术、主体培育、服务责任、任务备案“四个清单”要求，加快落实创建工作方案。加强优质食味

水稻品种、绿色投入品、绿色技术模式等在示范片内的集成应用，提高示范片创建水平和示范展示作用。积极创新工作落实机

制，调动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承担示范片创建任务的积极性，提高创建成效。结合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行动，各地着力加强优质

稻米产业化生产基地建设，推进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服务、订单化种植、品牌化经营，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易推广的优质稻米

产业链式开发新模式。强化创建绩效考核，促进规范化管理。围绕“四个清单”内容，制定完善创建工作绩效评价办法，提高绩

效评价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更加客观地反映各地创建工作情况、效果和水平。 

严格控减粗放型直播稻面积。近几年，由于粮价走低、成本上涨、劳动力紧缺，以及部分地势高亢地区的农田不能及时供水

等原因，部分地区的直播稻面积出现反弹，严重影响水稻稳产高产。各地切实加大水稻机插秧推广扶持力度，提高社会化育供秧

服务水平，解决分散小农户育秧、移栽难题，扩大机插秧推广应用规模；加强直播稻适宜品种、栽培技术、机械装备集成应用，

尽可能规避生产风险，努力提高标准化机械化水平。加大机直播稻适宜品种选育、高产群体优化调控、病虫草发生危害规律及防

治等方面的攻关研究，积极引进示范水稻精量穴直播技术与机具，加强技术集成和指导服务，引导农民科学管理直播稻，努力提

高直播稻生产水平。 

加快推进优质稻米全产业链建设。近年来，各地高度重视稻米产业技术创新和品牌培育等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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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味水稻种植面积已达 1660万亩，占比超过 50%，累计建成水稻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1200多万亩、占比接近四成。以

优质稻米全产业链重点链建设为契机，加大补链强链建设力度，在贯标生产、产加销全链条衔接、龙头企业带动、全程服务等方

面加快提升。在种植环节，加快优质水稻品种、绿色丰产优质高效技术推广，推进标准化生产，着力建设一批优质稻米生产基地，

培育一批苏米工匠能手。在加工流通环节，加强龙头企业培育、产品深加工开发、仓储冷链设施建设，提升加工流通服务能力。

在产品销售环节，加强品牌培育和营销宣传，着力打造一批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品牌，提升品牌溢价能力，通过建立紧密的利益

联结机制，促进二次利益分配，增加农民种稻收入。在搭建产业平台环节，抓住国家和省里高度重视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强镇、

重要农产品优势区等载体平台建设的有利机遇，培育壮大一批粮食类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载体，围绕全产业链构建，整合各类资金

资源，加大投入力度，强化产业发展支撑。 

强化示范带动多措并举扩种大豆和油料 

大豆和油料安全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已把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列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目标内容。全

国扩种大豆油料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各地每年的大豆油料种植面积和产量都要做到只增不减。各地始终心系“国

之大者”，拿出实打实的工作措施，通过因地制宜科学轮作、发展间套种和带状复合种植、开发冬闲田等措施挖掘扩种面积潜

力，通过推广良种良法、组织开展高产竞赛，提高单产水平，真正把大豆和油料生产出来，达到可考核的成效，确保完成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重点突出三项工作。 

科学推广粮油轮作。开展耕地轮作是国家统筹当前与长远、协调生产与生态、兼顾用地与养地的一项制度性工作安排，目的

就是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随着国家轮作休耕政策调整，目前江苏省只

有轮作任务，没有休耕任务，2022 年将继续承担 200 万亩的轮作任务，这是对大豆和油料生产的一项补贴政策。各地按照政策

要求，及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补贴对象、补贴内容、工作序时进度，合理安排补贴任务。各级农技推广部门切实加强生产指导，

制定分作物技术指导意见，在关键农时开展巡回指导或培训，切实提高种植水平。 

有序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各地围绕这一新任务落实，积极开展座谈调研、物资调度、配套机具推荐以及配套品种、

栽培、植保等技术培训。进一步细化落实 60 万亩种植任务。加强种子、肥料、农药等农资调度、供应保障和适用农机具调配，

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加强技术培训，手把手教会农户，搞好社会化服务对接，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播种任务。加强政策宣

传引导，结合本地实际尽快将中央和省明确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积极营造种植推广良好氛围，提高农民积极性。加强工作交

流，及时总结推广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确保首次大面积示范推广成功。在其他玉米净作地区，各地通过推广高产优质品种，

应用免耕机械精量播种、合理密植、病虫害生物防治和测土配方施肥等绿色高产技术，释放玉米高产潜力，力争玉米产量基本稳

定。 

组织开展高产示范竞赛。2022年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大豆高产竞赛，

挖掘大豆单产潜力。江苏省 2022年也将组织开展大豆油料高产竞赛，按照高标准田沟系配套要求，全面提升玉米、大豆田间管

理水平，强化新品种新技术应用，努力挖掘增产潜力，增强示范带动效果。各地依托轮作补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绿色高

质高效创建项目，通过集成应用良种良法、良机良艺，积极打造一批高产攻关田、百亩方、千亩片，培育一批大豆油料种植能手，

树立一批高产典型，辐射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年底，省里将通报各地高产示范竞赛活动组织开展情况和竞赛结果，全力营造比

学赶超、争创高产的良好氛围。 



 

 3 

 

坚持统筹推进扎实抓好生产服务指导工作 

尽责抓好水稻、玉米大豆等秋熟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近年来，江苏省根据水稻病虫发生特点，积极应对优质稻米产业发展

要求，构建“前防、中控、后保”的水稻病虫防控策略，取得较好的成效。一是突出源头控制，落实好前期病虫控制。各地根据

本地病虫发生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种子处理工作，确保种子处理率达到 90%以上。注意做好草害防除，加强土壤封闭处理，压

低草害基数，减轻茎叶处理压力。针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组织开展系统的病虫调查监测，积极开展除草及病虫害的综

合控制技术研究，实施化学除草要坚持“播后苗前土壤封闭处理为主、苗后茎叶喷雾处理为辅”的施药策略，尽量避免苗期化除

作业。二是突出绿色防控，建设好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 400个绿色防控示范区、5个绿色防控示范县、13个省级农作物病虫监

测预警标准化区域站、60个星级专业化服务组织等任务已列入 2022年省政府十大百项重点任务。各地按照“省有示范区、市有

示范片、县有示范点”的要求，认真落实好相关建设任务，加强技术集成应用，建立绿色防控管理协调机制，推动绿色防控常态

化实施，全面推动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进一步加强农药使用强度监测工作，全面完成农药减量增效目标任务。三是突出穗期病

虫防控，保产保质保安全。近年来，随着优质稻米品种大面积推广应用，水稻穗期的稻瘟病、稻曲病、穗腐病等病害风险加大，

各地应强化调查监测，强化分析研判，切实做好穗期病虫防控工作。 

深入抓好化肥减量增效工作。一是推进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建设。各地统筹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做好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性

工作，发布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方案，完善稻麦等粮油作物和果菜茶等经济作物科学施肥技术指标体系，扩大测土配方施肥

应用范围。高标准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大力推广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水稻侧深施肥、水肥一体化和玉米种肥同播等新技

术，全面提高科学施肥水平，确保化肥用量较 2020年削减 1%以上，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 90%以上。南京、

昆山、姜堰、洪泽等地应积极探索化肥定额制使用试点，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提供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二是推进绿

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建设。16 个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以建机制、创模式、拓市场、畅循环为重点，示范推广“有机肥（腐

熟粪肥或商品有机肥）+N”技术模式，探索建立养殖场（户）、服务组织和种植主体紧密衔接、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种养循环农

业发展模式，打通种养循环堵点，加快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确保试点县实施总面积达 150万亩、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5%以上。三是推进农作物施肥强度监测工作。2022 年中央下达江苏省农户施肥调查 1.3 万户的目标任

务，各地按照《江苏省主要农作物肥料使用情况调查规范（试行）》要求，建立代表性强的肥料使用调查监测点，高质量开展主

要农作物施肥情况调查，规范数据采集、统计和报送程序，确保化肥减量相关数据科学采集、准确统计和客观评价。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农业生产。各地应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不误农时保障外出农民回乡务农，组织新型经营主体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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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服务组织及时提供帮助，确保秋粮生产。持续加强种子、化肥、农药等重点农资供需调度，加强余缺调剂调运，生产物资供

应。引导跨区作业机具、机手依规有序流动，全力保障运输农机跨区作业机具的车辆通行。省里开展下沉一线强化指导，及时协

调解决基层和农民群众反映的困难问题，切实维护农业生产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