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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位于四川东南部，属准南亚热带气候，

自然条件好，杂交水稻制种历史悠久，全市杂交

水稻制种基地已发展到 2 700 hm2左右，主要分布

在泸县、合江、江阳等县区，种子基地稳定发展，

生产技术熟练，种业公司经济实力较强、结构合

理；制种产量高，种子质量好。

泸州市是四川省杂交水稻制种五大优势区域

之一，自 1977 年开始杂交水稻制种至今已有 38

年历史，多年实践表明，由于受环境、自然气候

影响，年度之间制种产量、种子质量以及基地面

积波动很大，气候风调雨顺时，产量就高，质量

就好，基地也得到较好的稳定和发展；遇不利气

候或灾害性气候时，制种产量低，质量差，农民

收益差，次年基地面积必然下滑，给制种隔离也

带来严重困难。另外，由于基地农村劳动力大量

外出打工，导致劳动力极度匮乏，而且制种与打

工、种植经济作物等相比较的效益较差，造成杂

交水稻制种基地制种面积总体下滑。因此，要促

进现代种业基地发展，就必须按照现代生产手段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政策配套及相关工作。基地

建设发展的核心内容必须围绕“变劳动密集型为科

技密集型，建立制种风险分散机制（即杂交水稻制

种保险），实行政府补贴”来展开。

根据《四川省现代农作物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

划（2011—2020年）》，泸州市已制定了杂交水稻制

种生产发展规划，制种面积将达到 5 400 hm2，制种

单产水平提高到 3.75 t/hm2左右，总产量达到 20 000

t左右，总产值 6亿～7亿元。通过建设发展，努力

把泸州打造成川内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强市。

1 现状

1.1 基地分布

现有基地主要分布在泸县、合江、江阳等县

区沿长江、沱江浅丘河谷地区的 17个乡镇。泸县

是川东南唯一的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县，

合江、江阳是省农业厅确定的制种大县。

1.2 企业支撑

泸州现有制种生产企业 4家，其中有中央企

业 2家，本土知名企业 2家。

1.3 基地规模

经过多方努力，泸州市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

到 2 700 hm2，约占四川省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的

10%左右。杂交水稻种子总产量约 900万 kg，总

产值 3 亿多元，制种农户增加纯收入 7 500～

10 500元/hm2。所产种子除部分满足当地需求，其

余 80%销往外省、市。

2 存在问题

2.1 制种基地基础设施较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不足

由于投入不足，基地基础设施落后，水利设

施、田间道路、田型改造、烘晒场地等整体条件

较差，制种基地容易受到干旱、洪涝、风雹等多

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部分年份制种产量、质

摘要：泸州以其悠久的杂交水稻制种历史和常年2 700 hm2左右的制种面积，于2011年被四川省政府列为全
省五大优势区域。分析了泸州市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基地建设和持续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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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杂交水稻制种基地现状及发展对策
张 皓 1，张运华 2，曾惠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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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泸县得胜镇农技站，四川 泸县 64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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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不到目标要求。

2.2 制种生产比较效益低，农户制种积极性不高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

的调整，现有生产条件下，制种生产的收益与种植

经济作物和外出打工收益相比有较大差距，比较效

益低，基地内部分农户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制种，

积极性普遍呈下降趋势。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制种面

积规划落实困难，制种基地不稳定的现象。

2.3 个别基地农户不愿制种，给集中成片制种带

来一定影响

基地内不愿制种的农户占 10%~15%。制种生

产企业在规划制种面积时，由于个别农户不愿制

种，在制种生产区内形成“插花田”现象，给制

种隔离增加了较大的难度，这对确保种子质量全
部达到国家标准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2.4 支持鼓励基地发展政策不完善

制种补贴制度不完善，制种保险政策不完善，

支持鼓励制种大户流转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力度

不够。

2.5 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数量不够，规模较小

泸州市 2 hm2以上的制种大户、家庭农场、种

子专业合作社仅有 51个，共有面积 367 hm2。

3 发展对策
3.1 加强领导

种子基地发展涉及到制种农户、村社、乡镇、

企业、农业、财政、银行、保险等多个方面，需要

各级政府加强领导和管理协调。可借鉴江苏盐城和

四川绵阳、眉山等制种生产大市的做法，在泸州市

主要制种基地泸县、江阳区、合江县，将种子产业

发展纳入政府目标考核，成立以政府领导担任组

长，农业、发改、财政、银行、保险、国土、水

利、农机等相关部门为成员的领导组，加大对种子

基地建设发展的领导力度，加强统筹规划和统一协

调，以保障全市种子基地稳定健康发展［ 1］。

3.2 加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建设投入

按照“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要

求，政府应整合各种项目资源，加大对杂交水稻

制种基地的建设投入［ 2］。主要是制种基地的水利
蓄水、灌溉、排洪等设施建设；田间道路、从制

种田到烘干翻晒场地的直通道路建设；将小田改

为 0.2 hm2以上的较大田块，将不规则田块改造为

比较方正的水稻制种田。建成机械耕种、管理、

收割，车辆运输，自流灌溉、排洪等适合现代化

生产的高标准种子生产基地［ 3］。

3.3 建立制种生产专项补贴

为支持鼓励种子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制

种大户发展制种，应按照其生产规模，对达到一

定面积要求的给予经济补贴［ 4］。

3.4 建立和完善种子生产风险分散机制

根据“政府支持、种子企业参与、商业化运

作”的种子生产风险分散机制要求，认真总结、探

索建立制种保险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完善相

应的制种保险赔付制度，降低杂交水稻制种风险。

一是按照水稻制种规律确定保险责任，除暴雨、

洪水、风灾、冰雹、内涝、旱灾、病虫害、山体

滑坡、空中运行物坠落、地震及次生灾害外，播

种移栽期遇低温烂种烂秧，开花授粉期遇阴雨、

绵雨、高温、低温，两系杂交水稻制种幼穗分化
期日均气温低于 23.5℃，灌浆结实期遇高温，收

割期遇 3 d以上连绵阴雨，导致制种产量减产的，

应纳入制种保险赔付范围。二是制定符合实际的

单位面积保险额度。三是合理分摊保费，保险费
由财政、种子专业合作社或农户、种子企业按比

例分担，建议财政承担 70%，其余部分由企业和

制种户承担［ 5～6］。
3.5 积极探索基地生产、经营、管理新模式

在目前“公司+农户”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土

地大流转+小业主”、“企业 +专业合作社 +制种大

户”、“企业 +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模式，

以制种大户为主集中土地，对种子生产基地的制

种专业合作社和制种大户设立土地流转专项补贴，

根据流转土地多少和制种规模大小，给予 7 500～

12 000元 /hm2的补贴。

3.6 加强制种技术培训

进一步加强对制种农民的培训，把最新的节

省劳动力、提高产量质量的先进技术落实应用到

田间。主要应抓好集中育秧、机插机收、拉绳赶

花、机动喷雾、专业统防、专业除杂、机械收

割等技术培训［ 7］。

4 结语
按照上述思路建设发展，可以使泸州市杂交

水稻制种基地生产手段极大提高，实现机耕、机

插、机管、机收、车运，自流灌排，绳子拉花等，

大大减少自然灾害发生，极大地减少劳动用工和

降低生产成本；若有自然灾害发生，通过制种保

险也能降低农民因灾损失，保障农民收益；通过

制种补贴，鼓励和支持大户流转土地发展制种生

产。总之，通过建设发展，将使泸州市制种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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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制种大市向制种强市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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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市坚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打造特
色，具体按照“一、二、三、四、五”，即“围绕
一个中心，明确两大任务，坚持三项保障，实施
四大工程，完善五大体系”的要求落实发展战
略，前瞻性思考，系统化谋划、大力度推进，着
力构建了集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
产品质量监管以及土地流转、农业招商、农产品
营销服务等于一体的农业公共服务体系。2014
年，富阳市将乡镇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作为构
建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因地制宜、探
索创新，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取得了一些
成效。
1 明确目标，分步实施
1.1 明确目标

富阳市依托条件建设项目的实施，建立健全
高效、服务到位、支撑有力、农民满意的乡镇农
业技术推广机构，使其在“五有”（有业务用房、有
先进服务手段、有专职技术人员、有试验示范基
地、有严格责任制度）的基础上，达到“五优”（机

构设置优、人员结构优、条件手段优、管理运行
优、服务绩效优）。同时，财政加强经费保障，使
农业公共服务中心成为农民学科技、用科技、培
训农民提高素质的根据地，在农业新技术、新品
种的引进、推广和应用，实用技术指导、培训和
咨询，以及促进农民增收等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可替
代的重要支撑力量。
1.2 分步实施

按照“节俭实用、满足需求”和“整合资源、注
重实效、填平补齐、因地制宜、标准适当”的原
则，富阳市规划拟建 24个农业公共服务中心。首
先选择富春街道、银湖街道、场口镇、常安镇、
上官乡、常绿镇、大源镇、里山镇、永昌镇等全
市 9个主要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进行建
设，再进一步扩大到春江街道、东洲街道、鹿山
街道、春建乡、新桐乡、胥口镇、灵桥镇、龙门
镇、环山乡、湖源乡、万市镇、洞桥镇、新登镇、
渔山乡、渌渚镇等 15个乡镇（街道）。

富阳市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实践与成效
陆春莲 1，胡江波 1，裘希雅 1，章卓梁 2，孙言祥 3，蒋先娣 4

（1. 浙江省富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浙江 富阳 311400；2. 浙江省富阳市洞桥镇农业技术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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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富阳市通过建设施、建平台、建基地等方面加强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硬件建设，并从组织保障，健
全推广责任制度、人员考评制度两方面加强软件建设，推进了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力度，提升了公共服务水
平，为富阳市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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