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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饿肚子”是一种遥远又陌
生的体验，到了饭点，需要“纠结”的只是吃什么、什么
更好吃罢了。而事实上，“饿肚子”离我们并不遥远，从
国内看，1993 年，我国粮票制度才被废除，“由吃不饱
变成吃得好”距今不足 30 年；从国际看，受新冠肺炎
疫情、极端天气、战争等因素影响，全球粮食不安全状
况普遍加剧，有粮国家纷纷“捂紧粮袋子”，而一些没
有粮食自主权的国家，则不得不面临饥荒和动荡，这
足以说明，粮食安全绝不能“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
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这些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

持把确保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
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体现的正是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我们看到，今年来，我市南五县（市区）
稳粮食生产力度进一步加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
金等，将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层层分解到村、到组、到
户、到地块，让地有人种、田有人管、责有人担，奠定了

“稳大局”的底气。
保障粮食安全，根本在耕地，出路在科技，关键要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必须立足本土，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
农田非粮化，确保“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同时，加快科技兴农的步伐，推动农业设施化、机械
化、绿色化和数字化，给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尤
其要创新努力破解种业发展的“卡脖子”科技问题，例
如攸县今年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杂交水稻种
子生产大县，湖南隆平、亚华等省内外 20 余家种业公
司在县内建立了生产基地，在强劲农业“芯片”方面则
大有可为。

节粮也是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一环。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中，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的甚至非常严
重，粮食总产量是有限的，若人人都浪费，就会动摇国
家安全的根基，粮食保卫战，没有旁观者，必须多管齐
下、久久为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戒奢克俭
的优良传统，引导人们践行绿色生活、抵制餐饮浪费，
让节约成为“自然而然”，让耕耘者获得最大的尊重。

中盐美福是落户醴陵的大型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春节过后，企业生产紧锣密鼓，每天生产各种肥料 800
到 1000 吨。醴陵市为有效规范农资市场经营秩序，护
航春耕备耕，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开展了春季农资市场
专项执法检查行动。以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产品为
重点，对农资经营场所的资质、进销货台账、农资产品
明码标价等展开抽查，规范商户经营行为，共查处经
营劣质农资案件 2 起，有效稳定了农资价格，规范了
农资市场秩序。

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都是农家宝。春耕以来，
五县（市区）农业、农资部门加大对种子、化肥、农药、
农机具等物资摸底和调运，积极对接农资龙头企业，
确保农资供应顺畅。

田间“三分种，七分管”，进入春耕以来，各县（市
区）农业干部和农技人员活跃在田间地头，开设“露
天课堂”，现场传农技、破难题，攸县县镇两级共 130

余人组建农业技术服务队，并招引 13 名硕士人才，
分配到各个乡镇农机站一线主战场挑大梁。渌口组
建 8 个技术指导小组，建立春耕生产技术指导微信
群，邀请 20 多名专家线上对种植大户、普通农户进
行有针对性地生产指导，24 小时全天候的帮助农民
解决生产难题。

春风化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断完善。攸县农
业机械有 100 多万台，机插、机抛等农机购置除了国
家补贴，当地还统筹资源支持补贴。炎陵安排 200 万
元资金，在发展早稻生产、再生稻与旱粮示范片及插
秧机购置、耕地抛荒治理等环节给予奖补。茶陵对开
展早稻集中育秧的主体，免费发放种子，给予早稻集
中育秧补贴，优先发放晚稻种子；整合专项资金 1640
万元用于发展粮食生产，重点支持早稻种植和集中育
秧、奖补种粮大户、水稻降镉试验等方面。农民收益预
期稳了，种粮积极性提高。

用良策 各项保障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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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春耕忙碌时，行走在
我市南五县（市区）广袤的田野里，
处处可闻农机“哒哒”的轰鸣声，勤
劳的农民们熟稔地灌水、耕田，播下
一粒粒种子、插下一株株秧苗，描绘
出一幅蓬勃喜人的“田野闹春图”。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入春以
来，我市南五县（市区）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关于粮食安全的决策
部署，紧紧围绕“稳定产能、提质增
效、农民增收”的目标，靠良人、建良
田、推良技、用良策，全力打好粮食
生产第一仗。

4月 20日，走进渌口区朱亭镇生田村，农田里早稻秧苗已经插
上，迎风招展，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村集体与村民签订协议，村
民自愿将闲置耕地、撂荒地交由村集体代耕代种。”村党支部书记
刘峰介绍，过去，该村因地理位置偏僻、老人较多，全村有五分之一
的田撂荒，今年村集体经济合作社采取统一管理、统一机械化作
业、统一购买农资、统一服务、统一经营、年底统一分红的方式“代
耕代种”，既使得农田“集碎成片”，也解决了村民后顾之忧。

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藏粮于民。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
城镇转移，粮食生产的主体，正从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民，逐渐集中
到种粮大户和龙头企业身上。“让想种田的人能种田，让会种田的
人能赚钱。”今年，渌口区一方面组织种粮大户、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等新型联合主体 60 余人在全区大力推广土地托管、代耕代种、
联耕联种等服务，一方面出台财政奖补政策和表彰政策，整合涉农
资金 400 万元，大力扶持、培育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
种粮的得荣誉、获实惠。

守好粮食生产底线，必须坚持党政同责。抓好早稻生产，今年
南五县（市区）动员之早、部署之密，力度空前。

渌口区建立“区统筹、镇负责、村落实”的粮食生产责任工作机
制和专班联镇督导机制，将 43.75 万亩（其中早稻 12.12 万亩，集中
育秧 9.2万亩）粮食生产目标任务下达到镇、细化到村组、落实到农
户，确保粮食安全工作责任传导到“神经末梢”。

醴陵市出台《2022 年粮食生产工作十条意见》，从扛牢政治责
任、抓好闭环管理、培强经营主体、抓好示范创建、加大抛荒治理、
严格考核奖惩等 10 个方面，对全年的粮食工作进行制度设计，强
化指导。从 2 月中旬起，就由该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分管副市长带
队组织 6个督导组，取消双休，深入镇村开展春耕备耕工作督导。

茶陵县实施“三联三包”，即县级领导带头包乡镇、乡镇干部
包村、村支两委包组，一级带一级，层层办好示范点（片），做到以点
带面，整体联动。

攸县将粮食生产纳入乡镇（街道）绩效考核和乡村振兴考核，
修订粮食生产考核指标，将惠农补贴政策落实、耕地抛荒治理、重
金属污染治理纳入考评项目。

靠良人 上下齐心稳面积

之前，茶陵县虎踞镇把集村有近 70 亩水田因遭洪水冲毁，该
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相关部门和技术单位到现场勘查后，认定为历
史遗留和自然灾毁水田情况，迅速立项，县财政拨付 40 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土地复垦。该项目去年 9月动工建设，今年 1月竣工并通
过验收，恢复水田面积 65.6 亩，修建渠沟约 500 米，为春耕粮食生
产打下了基础。

地为粮之本。“农田就是农田”，要求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落实到位。我市五县（市区）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全面压实耕地
保护责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坚决遏制各类违法乱占耕地行为。

渌口区利用卫星遥感“天上看”和“株洲市移动一张图”App系
统“掌上看”，通过精准测算和数据对比，耕地保护监管网越织越
密，无论是土地撂荒，还是乱占耕地，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茶陵、醴
陵、攸县等开展耕地抛荒和“非粮化”排查摸底，全力遏增量、化存
量，严格执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和“种地得补贴、不种地不得
补贴”要求。

质为地之基，全力提升耕地质量。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关
键在耕地质量。农田不仅得是农田，还得是良田，只有不断提升耕
地质量，让粮食产得出、供得上、供得优，饭碗才能越端越稳。

醴陵按照“市有万亩、镇有千亩、村有百亩”连片示范、层层示
范的总要求，打造双季稻高产示范基地样板，以泗汾镇为核心打造
省级粮食万亩综合示范片，以均楚镇为核心打造市级粮食万亩示
范片，通过示范创建带动全域粮食生产。

渌口区打造示范样板，在全区创建 2个万亩双季稻示范片、10
个千亩双季稻示范片、20高标准双季稻示范点、2个千亩以上大豆
和油料作物示范片。同时，因地制宜、择优选取适宜的粮食作物，在
严格管控区进行种植，着力实现“不抛荒一亩田”的目标。

农田提标准，稳产有保障。今年春耕，攸县皇图岭镇鹏江村的
田间地头迎来了久违的繁忙，新修的高标准农田不断向远处延伸，
硬化后的沟渠内流水潺潺。鹏江村是湘赣边区村，由于地处偏远加
上水资源匮乏，当地老百姓耕作不便，导致大部分耕地撂荒，无人
耕种。去年年初，攸县将鹏江村纳入皇图岭镇万亩粮食生产核心示
范区，启动 4400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对一批山塘、渠道、拦河
坝等进行集中改造，今年该村农田重振雄风。

醴陵农业农村部门与平台公司、金融机构等开展合作，吸收金
融和社会资本等领域投资支持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资金的多
元投入，解决了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难题，也实现了多方共赢。

建良田 守住红线提质量

3 月 28 日上午，渌口区龙门镇狮凤村，一台白绿
相间的抛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株株秧苗排好队直
直地“扎”进泥里，短短 20 分钟，整块田就绿意盎然。

“以前采取人工抛秧，50 亩田需要 40 个人一起忙一
天，现在一台抛秧机可顶 10 个劳力。”株洲轩宇合作
社负责人肖育林介绍，有了“良机”加持，不仅种田效
率提高了，人工费也大大节省了。

农时贵如金，能够提早插秧，得益于集中育秧技术
的推广。走进朱亭镇高福村“工厂化”育秧中心，只见自
动化育秧生产线快速运行，几名工人熟练地操作机器，
一个个空的育秧盘整齐有序放上输送带，经过机器自
动填入营养土、淋洒营养水、加入种子、喷洒水雾，一个
个完整的育秧盘就从机器的另一头出来，工作人员再
将装着种子的育秧盘，一叠一叠移至育秧密室里催芽。
在人机的有效配合下，一条流水线 1个小时就可以制
作好 1000盘秧苗，满足 30亩田的插秧需求量，与传统
的人工育秧相比，“工厂化”育秧每亩田用种量为 4公
斤，比抛秧、直播分别每亩节约 2公斤、3.5公斤，每亩田
增产 55公斤以上，每亩节省成本 80元。

同样的，通过将智能化技术贯穿秧苗培育、管护
的全过程，产粮大县（市）醴陵今年早稻种植时间提前

了近半个月，“领跑”全省大部分地区。在茶山镇铁河
口村，一个 3000 平方米的连栋智能育秧大棚格外打
眼，“我们采用智能传感技术，通过手机就能实时监测
秧苗的生长情况，并自动分析和调节大棚的温度、湿
度以及光照等。”醴陵君信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监事长汤小丰介绍，大棚育秧周期为 25天左右，比
传统育秧时间缩短 7 天，实现提前移栽早稻，不仅可
以更好地促进早稻分蘖，长出多穗大穗提高产量，还
能避免晚稻抽穗期遇到寒露风。今年，醴陵新建运动
循环式育秧大棚 30 个，扩建 1+N 叠盘快速催芽齐苗
密室 1个，新建立体育秧大棚 1个，早稻集中育秧面积
已超过 25万亩。

良技搭配“良机”，实现“节本、省工、高效”，省市
推广的机插机抛、化肥深施、无人机打药、机收减损、
工厂化育秧等技术，在五县（市区）得到一一落实，茶
陵推广应用软盘抛秧、机插秧，严格控制水稻直播；攸
县出台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县范围
内大力推广农药、化肥减量替代技术，为粮食安全“保
驾护航”。科技扎根沃土，田野活力奔涌。随着新型经
营主体的壮大，新型农民向科技要产量，用科技增效
益，逐渐走出“靠天吃饭”。

推良技 夯实产能强基础

渌口乡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灌溉渠道拓宽整修。 邹怡敏 摄

茶陵农技员指导集中育秧。 龙利霞 供图

炎陵县水口镇村民正在育秧。 李依依 摄

渌口区“工厂化”育秧流水线。 肖霜 摄

醴陵开展春季农资市场专项执法检查。 刘毅 供图

渌口区朱亭镇机械化插秧效率高。
谭蓉 摄

记者手记 粮食保卫战，没有旁观者
邹怡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