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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市要如何谋划

农业生产的发展呢？

两会期间，就有不少政

协委员关注到粮食生产的

问题。九三学社瑞安市委

员会以集体的名义提出提

案，他们认为，2017 年中央

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深入

推进现代青年农场主、林场

主培养计划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探

索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培

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的新农民”。大力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是推进现代农业

转型升级和构建农业新型

经营体系的迫切需要。我

市的现代农业要想实现高

位突破，就需要一批新型职

业农民尤其是大学生新型

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

“助力农业生产发展，

政府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还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土地

流转模式。”针对如何谋划

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市统

计局工作人员在调研后指

出，我市要转变粮食生产组

织方式，推广和扶持农业龙

头企业+农户、互联网+农业

的生产方式，有效连接生产

源头和消费末端，培育新一

代的职业农民。同时，要加

强台风等自然灾害对粮食

生产和市场预期影响的分

析评估，做好预案工作，提

升抗灾减灾能力。

另外，粮食生产在种植

业生产领域的经济效益相

对“弱势”。为了保障全市

粮食生产，提高农户种植积

极性，主要方法仍然是加大

财政扶持力度，尤其是针对

春粮和晚稻出台专项扶持

政策。根据调查显示，我市

春季仍有六成多的轮歇、闲

置耕地，发展粮食生产潜力

空间较大，如果能够针对性

的加强对春季粮食作物，主

要是蚕（豌）豆和薯类的专

项政策扶持，提升农户种植

意愿，将为我市粮食生产的

提升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去年我市粮食播种面积超24万亩，产粮10余万吨

农户灾年收益偏低 部门帮扶提升积极性
■记者 黄丽云/文 庄颖昶/图

在马屿镇，眼下不少农户已在稻田里忙开了。“现在已经开始春耕备耕了，秧田也已经整理好，过几天就要开始育秧苗了。”瑞安市源田家庭农场相关负责
人项伟章说。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昨日，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2016年以来，我市粮食生产工作总体保持平稳态势，全市粮食播种面积为24.86万亩，同比增长
2.1%，粮食总产量10.55万吨，同比下降3.1%。

据了解，我市部分种粮农户面临土地流传难成本高、灾年受益低等问题，相关部门则从建立粮食补贴整合机制，到搭建粮食生产平台，再到科技驱动、优
化服务，积极实施帮扶，提升农户种粮积极性，并提升种粮效益。

[现状]
去年粮食生产基本稳定
总产量 10.55 万吨

上月下旬，源田家庭农

场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

在农田里忙开了，他们要做

的是整理秧田，秧田要达到

烂、平、净，即泥土要烂，地

要 整 平 ，杂 草、杂 物 要 捞

净。“秧田整理出来了，过几

天就可以育苗了，大家期待

的春耕快要开始了。”项伟

章说。

2016 年全市粮食播种

面积为 24.86 万亩，同比增

长 2.1%，粮食总产量 10.55

万吨，同比下降 3.1%。全

年总产量比上年下降，主要

是受莫兰蒂、马勒卡等台风

影响，秋粮产量低于上年水

平，特别是连作晚稻产量下

降幅度较大。

相比晚稻，2016 年早

稻生产增长较为平稳。数

据显示，早稻播种面积8.50

万亩，同比增长 3.6%，产量

3.59 万吨，增长 3.8%，占全

市粮食产量的 34.2%，对全

年粮食产量保持稳定起到

关键作用。

“早稻生产情况较好主

要得益于财政政策扶持，粮

食生产扶持政策力度继续

加大，种粮大户积极性进一

步激发，促进了早稻面积稳

步提升。”市统计局工作人

员表示。

[难题]
粮食种植成本偏高
灾年收益偏低

“去年台风等灾害天气

较多，粮食产量并不理想。”

项伟章说，正常情况下，晚

稻亩产能达到500多公斤，

但2016年的亩产仅300多

公斤，加上土地流转的成本

在增加，2015 年每亩的田

租为 500 元，2016 年涨至

700 元，双重压力下，去年

一年收益颇低。

据了解，项伟章一家创

办了源田家庭农场，去年水

稻种植面积达 2100 多亩。

“去年的水稻种植面积已经

有所收缩了，2015年我们水

稻的种植面积达 3000 多

亩，就是因为种粮的成本逐

年提高，太多的面积我们‘吃

不下’了，要是都风调雨顺

的，还能盈利，遇上灾年就白

辛苦一场了。”项伟章说。

项伟章还说，实际上，

经济作物效益和用工成本

的不断提升，对粮食种植的

冲击也非常大，因为经济作

物的利润相对高，所以租金

也比较高，最高的能达到

2000 元每亩，这在无形之

中拔高了农民们对田租的

期望值，他们想大面积流转

土地种植水稻就有一定的

难度。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及

对农户的寻访，多数农户更

愿意种植大棚蔬菜、果用瓜

等获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效

益比较低下已成为制约全

市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

市统计局工作人员表示。

市统计局工作人员通

过调研后分析指出，瑞安粮

食种植大户的成本主要体

现在土地、人工、机械化水

平、化肥、农药等方面；而其

收入则依靠粮食产量、市场

价格以及财政补贴水平，再

加上自然灾害、病虫害和市

场价格波动等不可预知的

情况，农户亏损的风险不

小。

[帮扶]
政府引导扩面增产 三年补贴粮农 8757 万元

实际上，对于种粮农户

面临的问题，我市相关部门

已意识到，并积极引导，通过

一系列的帮扶举措，提升农

户的种粮积极性与种粮效

益。

据了解，2014年至2016

年，我市紧紧围绕农业供给

侧改革的主题，按照省政府

“稳水稻、扩旱粮，多种早稻、

稳住晚稻”的总体要求，以粮

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和粮油高

产创建活动为主抓手，认真

开展扩面增产行动工作。全

市粮食播种面积年均增长

2.2%，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

1.6%，我市还荣获三年一评

的“浙江省第二届河姆渡杯

粮食生产先进县”荣誉称号。

市农业局农业站站长郑

晓微介绍，我市强化粮食生

产奖惩制度，促使镇街主动

出 台 粮 食 生 产 鼓 励 政 策 。

2015 年，我市被列入全省首

批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

县，在温州市范围内率先成

立粮补办，建立粮食补贴整

合机制，集中财政力量推进

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

模经营。三年来，逐年提高

粮食补助力度，共支出补贴

资金8757万元，整合水稻产

业提升项目资金1354万元，

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

性，增强了农民种粮效益。

改善设施，搭建粮食生

产平台亦很重要。3年来，我

市全力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

建设，投入本级资金2602万

元，建设和认定粮食生产功

能区 6.06 万亩；借助粮食生

产功能区平台开展水稻高产

创建活动，每年安排本市级

专项资金用于粮食高产创建

奖励，共建设农业部万亩示

范片6个6.82万亩。

“科技驱动，能挖掘粮食

生产潜力。”郑晓微说，我市

加快农业三新技术推广，全

市共推广应用省定水稻主导

品种面积 62.8 万亩次，良种

覆盖率 95%以上；水稻机械

化进程走在全省前列，水稻

机插率达 34%，机收率 90%

以上，2016 年粮食烘干能力

达4081吨，稻谷烘干率80%

以上，并率先引进示范推广

水稻植保无人机和水稻穴直

播机。

我市还在优化服务上下

功夫。水稻政策性保险富有

成效，农户参加保险面积 62

万亩,投保金额达到2900余

万元，其中财政给予补贴近

900 万元，极大提升了粮食

生产抗灾能力；创新粮食产

销服务模式，推行订单农业，

农户通过订单每销售100斤

粮食，财政即给予30元的奖

励，全市9600余户农户签订

订单粮食合同，共计面积 38

万亩，粮食近10.5万吨，财政

奖励约 5200 万元。2016 年

我市在温州市范围内率先成

立了 7 个粮食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通过联合社为农户提

供产前、产中、产后各类服

务。

[未来]
转变粮食生产组织方式 助力农业生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