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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市委七届十次全会精神系列报道·粮食安全篇

奋力书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濮阳答卷”
本报记者 吉子文 王金勇 王同录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这些关
键点要一个一个抓落实、抓到位，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 ”

———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

记者手记
中国古代先贤把国民的吃饭问题列为“八政之首”,经典性指出“民

以食为天”。 可以说，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在采访中，我们明显感觉到，农民愿不愿意种粮、愿意种多少粮，关

键看种粮能给农民带来多少收益。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

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的嘱托，认真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坚持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耕地红线，加强以水利和高标准粮田为重点的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有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
的种粮积极性，促进了粮食生产能力的稳步提升。

在采访中，最让我们惊叹的是，台前县吴坝镇新科农机专业合作社
的各类农机的保有量、 托管土地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从长
远来看，这种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业合作社，既是今后农业重点发展的方
向，也是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关键出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
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地处河南的粮食主产区、国家规划的粮食生产核
心区的我们，唯有紧紧绷住粮食安全这根弦，认真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方能肩负起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

5 月 18 日，濮阳县子岸镇 3 万亩
成方连片的高标准粮田里，两尺高的
麦子绿中泛着淡黄。 微风吹过，麦叶
间细碎的摩擦声悄然入耳，让人提前
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来自市农业农村局的信息显示，
今年我市小麦长势好于去年，夏粮丰
收在望。 粮食增产，对农民意味着一
年的好收成，对国家来说则意味着经
济和社会发展有了“定海神针”。

粮食 ，还是粮食 ，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话题， 也是濮阳人
的自豪。近年来，我市严格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 ”的要求 ，紧紧绷住粮食安
全这根弦 ，认真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
于技战略 ，稳定粮食面积 ，提升基础
保障能力 ，增强科技支撑能力 ，粮食
总产量连年攀升。 以 2018 年为例，我
市共建成 21 万亩高标准粮田，优质农
作物发展到 286.7 万亩， 粮食总产量
287.1 万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
了应有贡献。

政策保驾激发干劲

8 架农用植保航空器、8 台玉米收
割机、26 台小麦收割机、32 台大型拖
拉机、130 余台各类配套农机具，这是
“国字号” 农机专业合作社———台前

县吴坝镇新科农机专业合作社当前

的家底，其种类之多着实让人眼花缭
乱、赞叹不已。

凭着这厚实家底，台前县吴坝镇
新科农机专业合作社在 2018 年完成
小麦联合收获 5 万亩、玉米机械收获
1.2 万亩、机械耕整地 3.4 万亩、机械
植保 3 万亩， 承接流转土地 3000 亩、
托管土地 4200 亩。

“这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 市里
的好举措。 种粮有补贴，购机有补贴，
咱农民种好粮、多打粮的积极性自然
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新科农机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马佃秋的这席话说

出了我市众多农民的心声。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历史经

验和发展现实告诉我们，粮食安全既
事关经济大计， 也事关政治大计、战
略大计，一个国家只有做到粮食基本
自给，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
才有坚实基础。 我市作为河南的粮食
主产区 、 国家规划的粮食生产核心
区，确保粮食稳产增产 、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做贡献，是我市必须肩负的
政治责任。

我市的决策者对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历届
市委 、市政府始终强调 ，抓好粮食生
产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 市
委书记宋殿宇多次强调 ：“我市是全
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主产区，保障粮
食安全义不容辞。 ”市长杨青玖也明
确表示：“要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稳步
提升粮食产能。 ”

说了算，定了干。 近年来，我市在
发展粮食生产中 ， 始终认真执行中
央、省各项涉农政策 ，尤其抓好了支
农强农惠农政策落实。 为确保把各项
惠农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农户，各
级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对支农惠农
政策进行量化、细化、实化，并建立工
作责任制 ，实行责任推动 ，使各项惠
农政策得到顺利落实，受到了全市农
民群众的欢迎。

农机购置补贴 、粮食直补 、良种
补贴 、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惠农 “大礼
包”， 为我市保持粮食生产好的态势
注入了强大动力。 以农机购置补贴为
例，自此项惠农政策实施以来 ，我市
累计投入各级农机补贴资金 2.3 亿

元。 2018 年起，我市对农机购置实行
了敞开补贴政策，有力满足了广大农
民的购机需求，为我市农业机械化的
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惠农的政策、我市落实粮食安
全的具体措施，像春雨一样滋润了龙都
的土地和农民。 新一轮购买农机热、承
包土地热正在我市农民中掀起。

耕地挖潜提高产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耕地红线要严防
死守。 ”

领袖的嘱托就是我们奋斗的方

向。 市委、市政府及各县区、各部门坚
持把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 ，扛牢粮食安全重任 ，严守耕地红
线 ，全面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落实永
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等，切实保
障耕地面积。 现如今，保护耕地资源、
坚守耕地红线已成为我市干部群众

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对我市来说，在人均占有耕地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耕地后备资源不
足的情况下， 充分挖掘耕地潜力，提
高耕地产能，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必然
选择。

“下雨变汪洋，收获靠肩扛。 要想
多打粮，全靠天帮忙。 ”由于村庄地势
低洼 ，沟渠排水不畅 ，几年前的濮阳
县子岸乡杨寨村农业生产方式极为

落后，农民增收有限。 回想起当时种
庄稼的种种情景，村民杨进生至今仍
心有余悸。

不过令杨进生欣慰的是，通过近
年来实施的高标准粮田建设工程，以
前“逢雨必涝”的低产田，摇身变成了
“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
高产田，极大地拓展了当地的农业生
产能力和农民增收途径。

为持续提高我市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 ，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 我市自
2012 年启动了高标准粮田建设工程，
这也是我市为实现粮食增产开辟的

新途径和重要抓手 。 作为永久性粮
田 ，其对守住耕地红线 、保障粮食面
积有着重要意义；作为基础设施完善
和科技配套的“超吨粮田”，其对提升
地力，实现粮食稳产增产发挥着巨大
作用。 截至目前，我市共建成高标准
粮田 260 万亩， 区域内年粮食亩产能
力均达到“吨粮”以上，确保了在稳步
提高粮食产能的前提下，集约更多土
地资源去调整农业结构，让种植结构
更加优化。

我市还按照 “布局合理 、标识清
晰、生产稳定、能划尽划 ”的原则 ，划
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保护区，坚持把光热水土条件好的
优质地块 、把产粮大县耕地 、把全市
规划建设的 274.6 万亩高标准粮田优
先划入上述“两区”。 截至目前：全市
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 310.8 万亩 ，超
过省下达任务 0.8 万亩； 划定重要农
产品保护区 20 万亩，圆满完成省下达
任务。

如今， 一片片高产稳产的高标
准粮田 ，一条条水流相通的渠道 ，一
条条笔直宽阔的田间水泥路 ， 充分
释放了耕地潜能 ， 支撑起了濮阳大
粮仓。

水利建设夯实基础

“水兴则邦兴，水安则民安。 ”水
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生产之要。 水
利建设更是粮食安全的命脉。

走进位于范县陈庄镇的农田水

利基础设施水利扶贫万亩示范田，只
见田野里，一条条衬砌一新的沟渠贯
穿田间，沟渠两侧饱满的麦穗迎风摇
曳，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不用电，不用油，两脚一蹬水到
头。 ”说起当前的灌溉条件，陈庄镇前
双庙村村民李兴福赞不绝口。

令人不曾想到的是 ， 范县在历
史上是重度盐碱地 。 用当地人的话
说就是 “冬春白茫茫 ，夏秋水汪汪 ，
遍地产盐碱，种地不打粮。 ”而现在，
这里却是渠相连 、田成方的 “中原米
乡 ”。 当地干部群众坦言 ，这个颠覆
性的改变 ， 最主要是受益于水利建
设。

近年来 ，范县积极践行 “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 ”
的新时期治水方针 ，以省 “红旗渠精
神杯 ”竞赛活动为载体 ，以 “项目带
动”为抓手，以“保障民生”为根本，按
照“重实效、出精品、树形象、惠民生”
的治水工作思路， 创新体制机制，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 强化规划统筹，规
范建设管理，使得该县水利基础设施
保障能力全面提升，为保障粮食安全
做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成绩突出， 在今年 4 月 4 日
召开的河南省“四水同治 ”暨高标准
粮田建设推进会议上 ， 省政府对
2015— 2017 年度省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 “红旗渠精神杯 ”竞赛活动进
行了表彰 ，范县再次被授予 “红旗
渠精神杯 ” 竞赛活动先进集体 ，这
是范县连续 21 次获此殊荣 。

范县的变化是我市水利建设的

一个缩影。 我市地处黄河故道和现在
的黄河“豆腐腰”河段，在地理位置上
属于南北气候过渡地带，造成了非旱
即涝、旱涝交替、风沙频繁的状况，严
重影响了农业发展。

为改变这种现状， 建市以来，我
市坚持“治水兴农”方针，始终把水利
建设作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经
济发展的大事来抓。 特别是近年来，
我市紧紧抓住国家加大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的历史机遇，多渠道筹措
资金，加快以引黄、除涝、节水为重点
的水利工程建设，完成了引黄入冀补
淀 、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 、中小河
流治理等一大批国家 、省 、市重点水
利工程，水利条件明显改善。 目前，全
市建设万亩以上灌区 23 个，农田总灌
溉面积达到 355.5 万亩， 有效灌溉面
积达到 341.2 万亩。

水沛则粮足，粮足则天下安。 如
今 ，行走在我市广袤的乡村 ，一条条
新建 、改造的沟渠里流水哗哗 ，描绘
出龙都濮阳壮丽的水利蓝图，也让人
们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希望，感受到

了粮食丰收的喜悦。

科技护航增加效益

科技兴农，种业先行。 品种的更
新换代和种子的优良品质对提高农作

物产量至关重要。
在市农科院的示范带动下，濮阳

县五星种植专业合作社已连续 7 年推
广郑麦 7698，当地农户特别喜欢这个
品种， 去年亩产普遍在 1100 斤以上，
远远高出普通小麦的产量。 据该合作
社负责人介绍，由于小麦品质突出，合
作社还分别与豫粮集团、濮阳豫航面
业等粮食加工企业签订了收购订单。
最终，这些小麦将被加工成面包粉、饺
子粉等专用面粉或高档食品运往全国

各地，最后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近年来，我市加大优良品种培育

力度，紧紧围绕“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的思路，以保证种子质量为
核心，依托现有规模大、实力强、成长
性好的种子企业 ，因地制宜 ，分步推
进，开展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大集成
技术推广力度，结合主推粮食作物品
种特征特性，集成从种到收各环节高
质高效技术，推广 “最适 ”种植模式 、
“最少”药肥用量、“最省 ”人工投入 、
“最大”综合效益的绿色高质高效生产
模式，为优质粮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加快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围绕小麦、玉
米、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关键生产环节，
大力推广精量播种、化肥深施、保护性
耕作等节本增效农机化技术，提高资
源利用率，改善土壤结构，挖掘粮食增
产潜力。 充分利用有机肥资源，增施
有机肥，在替代化学肥料上下功夫，大
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快速腐熟还田、
过腹还田等技术，通过多渠道增施有
机肥替代部分化肥，逐步减少化肥用
量，进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进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市还通过增加科技投入、健全
技术推广队伍、提高农民群众素质等
措施，充分挖掘土地、种子、肥料、栽培
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增产潜力。 目前，我
市主要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良种基

本实现全覆盖。 良种良法配套技术、农
机农艺融合技术、 粮食作物增产增效
和标准化栽培技术、 优质粮食绿色高
质高效技术等得到快速推广， 配方施
肥、病虫害综合防控、小麦氮肥后移、
玉米“一增四改”和适时晚收、水稻旱
育稀植等主推技术普及率 95%以上。

寒耕暑耘，春华秋实。 濮阳人正
在一张张沾带着泥土气息的农业清单

上 ，一任接着一任干 、一件接着一件
办，奋力书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濮
阳答卷”。

黄河水浇出濮阳稻米香。。 机械化收割。。

范县陈庄镇农民在进行水稻插秧。

濮阳县郎中乡农民在对麦田进行管理。

濮阳县农民机收小麦，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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