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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农民陆续恢复售

粮，玉米收购仍处关键期。 日前，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印发通

知， 对进一步抓好玉米收购工作

作出安排。

通知要求， 相关地方要在

前期工作基础上， 坚持问题导

向， 细化工作举措， 切实强化玉

米收购工作的统筹组织， 保障农

民售粮顺畅 ， 维护市场平稳 运

行。 要开拓思路、创新方式，深化

产销合作， 加强农企对接， 多措

并举调动各类企业收储建库积极

性， 增强市场购销活力。 要加强

市场监测和形势研判， 适时通报

收购进度、 价格等信息， 帮助各

类市场主体合理安排购销活动。

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强化科学

储粮技术指导， 视情优化收购安

排，满足农民售粮需要。

（郭良）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进一步做好玉米收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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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廪实，天下安。 据国家统

计局公告，2024年陕西省粮食单

位面积产量297.35公斤/亩，较上

年增加5.44公斤/亩。陕西省粮食

单产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其中，

小麦单产历史性突破 300公斤，

达到300.88公斤/亩；玉米单产创

历史最高，达到351.73公斤/亩。

陕西省细化粮食单产提升

各项关键要素， 遴选发布高产稳

产、耐密、抗病等主导品种，集成

推广水肥精准调控等主推技术以

及高性能播种机等主力机型，把

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升

单产上， 从多方面挖掘增产潜

力。 各地落细落实关键措施，不

断丰盈“大国粮仓”。

一粒良种 万顷丰饶

“我们一年只种一季玉米，但

产量比好多地方一年种两季的总

和还高。 ”1月22日，定边县堆子

梁镇庙湾村玉米种植大户李登云

乐呵呵地说 ，“2024年是一个丰

收年， 这多亏了优良玉米品种的

选育和推广。 ”

“去年，我主栽的几个玉米品

种都表现不错，特别是‘MC670’

和‘先玉1483’，都是耐密抗逆性

非常好的品种。 以前， 我们每亩

种植密度在4000株左右，去年种

植的两个新品种每亩可达 5500

株到6000株， 亩增产200公斤左

右。 其中一块50亩的试验田，亩

均种植7500株， 加上水肥充足，

仅玉米这一料作物亩产就超过

1500公斤，达到‘吨半田’水平。 ”

李登云说。

2024年，定边县实施50万亩

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

在堆子梁镇建立3万亩“吨粮镇”

项目区，从品种更新、精量播种、

精准水肥一体化调控等方面提升

粮食单产水平。

“每年我们要筛选出耐密、抗

病、 高产、 适合籽粒收获的玉米

品种 ， 作为来年的主栽品种 。

2021年起，庙湾村开始进行多个

玉米品种的试验示范， 最多的时

候种植玉米品种 40多个 。 2024

年 ， 项目区内种了 18个玉米品

种 。 ” 庙 湾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赵 宝

峰 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农

业生产的基础。 近年来，陕西省以

抗逆稳产为前提、 高产优质为目

标，加快主要粮油作物品种更新换

代，玉米推广密植、抗逆、宜机收高

产新品种，大豆推广高油高产新品

种，水稻推广优质、抗逆新品种，油

菜推广“双低”宜机收新品种。 同

时，陕西省注重加强对农户的用种

指导，把主推品种推荐到县、到镇，

让良种真正成为粮食大面积丰产

丰收的基石。

科技支撑 高产丰收

2024年10月9日，秋粮收获之

时，陕西省农业农村厅专家组对西

安市阎良区武屯街道杨居村500亩

夏玉米高产核心示范田进行现场

实收测产。 结果显示，该地块平均

亩产达905.7公斤。 这是省级专家

组现场实收测产夏玉米亩产的最

高纪录。该地块小麦亩产761.97公

斤，两料作物亩产达1667.67公斤，

创造了全省500亩以上大面积连片

小麦—玉米“吨半田”两料单产的

新纪录。

“这是同一块地连续3年实现

‘吨半田’。 ”西安市阎良区武屯农

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阳明分析

了玉米丰收的原因，“去年秋季，虽

然遭遇了少见的高温干旱天气，但

示范田选用了耐密玉米品种，并使

用气吸式精量播种机在适播期内

播种，确保了一播全苗。 播种时合

理增加密度，在前两年每亩平均密

度5500株的基础上， 增加至6500

株，结实率好。 示范田还首次大面

积应用滴灌保苗水肥高效利用技

术，在玉米全生育期关键时节滴灌

5次， 关键生育期水肥精准调控 2

次，有效应对苗期干旱、灌浆期高

温干旱的不利情况。 此外，减量化

控技术到位，在高密度下有效防止

了 后 期 倒 伏 ， 最 终 迎 来 秋 粮

丰 收。 ”

“吨半田”是大面积提单产的

重要抓手， 也是生产技术能力的

“检验场”。西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农技站站长杨美悦说， 当前，西

安市大力推进“吨半田”创建工作，

已建立9个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意义

的“吨半田”生产基地。通过在不同

区县建立“吨半田”生产基地，实现

连点成线扩面，带动高产关键技术

的大面积熟化与高效集成，推动全

市“吨半田”高产技术持续进步和

升级。

经过几年探索 ，陕西省粮食

生产大面积提升单产的技术模式

较为成熟 ， 玉米增密度“5335”、

小麦宽幅沟播“3335”高产集 成

技术在全国叫响 ， 关中灌区“吨

半田”、 渭北陕北地区“一季吨

粮 ”、 陕 南 地 区 稻 油 轮 作 区

“1253” 等高产稳产技术模式取

得显著成效 。 2024年，陕西省累

计推广小麦宽幅沟播“3335”、玉

米增密度“5335”等高产集成 技

术 1793 . 6万亩， 带动全省粮食单

产增加 1 . 86%。

规模经营 处处“丰”景

位于大荔县境 内 的 沙 苑 农

场，目之所及，田间机耕路平整宽

阔，80亩左右的标准化田块一个紧

挨着一个，干渠、支渠四通八达，耕

地集中连片，土地十分平整。

“过去，一季小麦的亩产只有

六七百斤， 后来逐渐增长到800多

斤，如今亩产能到1000斤以上。 ”

沙苑农场副总经理陈新胜介绍，粮

食产量的逐步提升离不开农田水

利设施建设。 2019年到2024年，沙

苑农场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52710

亩，投入资金近6000万元，实现了

农田旱涝保收。

“沙苑农场发挥规模优势，持

续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更新

种植技术，在绝大部分农田已实现

‘吨粮田’ 的基础上， 力争‘吨半

田’，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产。 ”

陈新胜说，农场主要采用“一优二

改双控”方式提升单产，即“优化品

种，改浅耕为深耕、改传统播种方

式为精细化集成技术播种，优化控

病、控虫技术”，再加上水肥一体化

技术的应用、大型现代化农机的使

用以及完备的田间管理，粮食丰产

丰收有了保障。

“此外，沙苑农场通过流转土

地、 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式，

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增加了近

一倍。 我们还主动融入周边乡镇，

带动地方粮食产能提升，助力农业

走向现代化。 ”陈新胜说。

近年来， 陕西省向规模经营

要单产，依托单产提升项目，支持

种植主体进一步优化组织方式、应

用先进技术， 提高增产技术到位

率、扩大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化

服务组织主动靠前服务；发挥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优势，服务农民粮食

生产， 推动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实

现粮食单产逐年提升。

（吴莎莎）

陕西粮食单产何以大面积提升

农科书籍和种子样本

成了“新年货”

“刚出锅儿的油炸糕， 走过路过别错

过”“活鱼活鱼，年年有余”……一大早 ，有

着悠久历史的百年古集———辽宁省本溪市

本溪满族自治县碱厂大集在冬日的暖阳中

苏醒。 各个摊位上，商品琳琅满目，吆喝声

此起彼伏，前来采购年货的人络绎不绝。 大

集上，鲤鱼、猪蹄、活鸡、大鹅这些传统年货

一应俱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大集上还出

现了农科书籍、种子样本等，成了赶集农民

关注的“新年货”。

“用手机扫这个二维码就能看到种子成

长和结果后的情况。 如果选好了，可以先订

货，年后上店里取货。 ”今年 30 岁的杨帆在

本溪县城经营着一家种子销售店， 她带着

介绍种子的二维码和相关的栽培技术书籍

来到大集， 很多采购完年货的农民围在她

的摊位旁挑选商议着。

“自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以来，农民开

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项目。 除了传统的粮

食种子外，很多特色作物的种子，比如圣女

果、朝天椒等非常好卖，但是很多农民在选

择时缺乏经验， 所以今天我就带着种子样

本来到大集上，可以方便大家挑选。 另外，

相关的栽培技术书籍也是农民在发展特色

产业时需要的。 ”杨帆告诉记者。

大集上，农民通过翻阅书籍，学习先进

的种植技术，再结合种子样本进行挑选，不

仅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还能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民王顺福去年在自

家地里干起了大榛子栽培并加入了合作

社，效益非常好。 今年，家里人合计着要扩

大规模， 于是他在集市上购买了几本相关

书籍，打算趁农闲赶紧“充电”，为今春的种

植做好准备。“一年之计在于春，得早作打

算早动手。 ”王顺福信心满满地说。

大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也时刻展

现着当下农村充满活力的时代风貌。 农科

书籍与种子样本在大集上作为“新年货”，

不仅为农村大集增添了新的亮点， 更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孙锋 )

春耕未至 备播先行

化肥生产马力全开

春耕备播工作正由南到北陆续展开。全

国化肥产销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全力保障

供应。

在山东的这家化肥生产车间里，机器轰

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袋袋化肥源源不

断下线。 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提前部署，

春节期间系统依然 24 小时运行， 目前日产

量达到 1300 吨以上。企业还加强与铁路、公

路等运输部门对接，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化

肥运输畅通无阻。

山东能源集团兖矿鲁南化工董事长 张

岭： 目前我们这一套尿素装置的产能在 40

万吨，一天的发货量超过 1600 吨。

去年 10 月下旬， 中农集团就开始化肥

冬储，目前在华东、华南、华中等区域增设

库点，满足南方市场的用肥需求，库点收储

化肥近 400 万吨 ， 各经销服务网点备货

充足。

煤炭企业抓紧生产保障化肥原材料

供应。

我国每年需要消耗化肥 5000 多万吨 ，

其中氮肥 4000 多万吨。 煤炭是氮肥生产的

主要原材料， 煤炭企业也成了化肥生产的

主力军。

内蒙古的这家煤矿企业在完成能源保

供的同时，还在为化肥企业提供原材料。 高

品质煤炭在地下开采出来以后， 通过汽车

和皮带运输直接运往了附近的化肥生产企

业，在这里经过 36 个小时的转化，黑色的煤

炭就变成了白色的氮肥， 随后将发往东

北地区。

中国中煤鄂尔多斯能化公司图克分公

司副经理 孙永斌： 目前企业正按计划有序

组织生产，日产氮肥 6000 多吨，全力保障春

耕用肥安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 12 月，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达到 4.4 亿吨，同比

增长 4.2%，2024 年全年， 规模以上工业原

煤产量为 47.6 亿吨，同比增长 1.3%。 原煤

产量创历史新高， 为能源安全和化肥生产

提供了有力保障。 （据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