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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宝鸡市粮食持续增产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选择农民能人种地、 坚
持优化栽培技术路线、 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生产规模、 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创新农技推广方式的发
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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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自给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供给安全
的重要指标之一。 通常认为， 粮食自给率大于
95%， 则该国家或地区已基本实现粮食安全； 粮食
自给率在 90%～95%， 基本确保粮食安全； 粮食
自给率小于 90%， 粮食安全就存在危险。 中国人
口众多， 是粮食消费大国， 需要自力更生解决吃
饭问题。 如果严重缺粮， 会造成社会不安定， 影
响整个经济发展。 自 1998 年以来， 中国粮食自给
率保持在 92%以上， 表明中国粮食生产基本满足
了消费需求， 处于紧平衡［1�］。 2012 年中国人口年

消费粮食 13.54 亿 t， 粮食消费量还将以每年约
600 万 t 的速度递增， 发展粮食生产， 提高粮食产
量， 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唯一途径。 自然资源和生
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是所有粮食和农业生产系统
的基础。 伴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不断加剧， 自然
资源量及质量逐渐下降，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逐渐
降低。 如何确保可持续生态系统的优化发展， 将
成为中国粮食生产与农业领域面临的首要挑战。
因此， 优化农业生产环境条件， 保障粮食播种面
积红线，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培育高产、 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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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虫、 抗逆品种， 推广集成栽培技术， 是保障
粮食持续增产的重要途径［2～3�］。
1���宝鸡市粮食生产状况

宝鸡市位于关中平原西部， 是陕西省粮食的
主产区和稳产区， 粮食种植以小麦和玉米为主，
宝鸡粮食生产主要有 3 种制度： 一是川塬地区小
麦玉米一年两熟制； 二是山坡旱地小麦或春玉米
一年一熟制。 三是塬山旱地夏田收后复种短日照
作物杂粮杂豆两年三熟制。 自 2004 年以来， 宝鸡
市粮食常年播种面积 35.33 万 hm2 左右， 总产 150
万～170 万 t。 近 10�a 来宝鸡市的小麦、 玉米单产
呈波浪式增加。 小麦产量以 2010 年最高， 平均产
量为 4�825.5�kg/hm2， 2011 年产量下降至 4�069.5�
kg/hm2， 2012 年有所回升， 产量为 4�362.0�kg/hm2。
玉 米 产 量 以 2007 年 最 高 ， 平 均 为 5� 245.5�
kg/hm2， 2011 年平均产量下降至 4�930.5�kg/hm2，
较最高年减产 6% ； 2012 年平均产量 5� 136.0�
kg/hm2， 总体呈基本稳定状态。 粮食总产以 2007
年最高， 为 173.12 万 t， 2011 年下降至 142.52 万
t， 较最高产年减产 17.7%。 2012 年粮食总产量为
153.59 万 t， 较最高年减 11.3%。 10�a 总增产粮食
155.18 万 t， 总增产率为 16.91%， 平均年增产率
1.7%。 从宝鸡市主要粮食单产和总产来看， 近年
来增产速度放缓。 2013 年宝鸡市主要粮食自给率
仅为 75%， 增产赶不上人口增长需要， 难以保障
粮食自给安全。 粮食增产是在国家政策优惠， 科
技推广， 风调雨顺情况下连续增收的， 随着人口
的增加， 如何使粮食正相关的增加， 进一步保障
粮食安全， 也是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值得高度重
视的大事。
2���粮食持续增产中存在的问题
2.1 粮食增长步伐趋缓
2.1.1����粮食增产与人口增长不同步 宝鸡市粮食
产量近 10�a 来呈波浪式增加， 但与人口增加不同
步。 如， 2012 年全市总人口为 383.9 万人， 比
2000 年的 363.4 万人增加 20.5 万人， 每人每年以
400�kg 粮食作保障， 需每年增加粮食 82.0 万 t， 而
同期实际粮食总增产 155.2 万 t， 年均增长 15.52
万 t， 与人口需要严重不同步。
2.1.2����种粮成本增高 小麦、 玉米生产成本呈现
逐年增加趋势， 其中生产成本中物质与服务费用
占总成本的比例最高， 平均占各自总成本的

64.00%和 66.54%。 随着农资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上
涨（男工80元/日、 女工 60 元/日）， 种粮总成本比
例呈上升趋势。 高成本影响到投入与人工的减少，
精耕细作减少， 直接影响到粮食增产。
2.1.3����种粮收益减少 近年来宝鸡小麦、 玉米种
植成本与收益呈现同步增长趋势， 产、 投比平均
为 2.04∶1.90。 但 2011、 2012 年收益年增长率较
2010 年小麦分别减少 15.7%和 9.6%， 玉米分别减
少 0.4%和 0.01%， 纯收益呈现极度下降趋势。 一般
宝鸡市川塬地区种粮一年两熟， 产值在 24�000�����
元/hm2 左右（含政策性补贴 1�717～2�226 元/hm2），
山区种粮多为一年一熟， 产值为 6�000～15�000
元/hm2（小麦 6�000 元 /hm2， 春玉米 15�000元/hm2）。
2006�— 2012 年种粮总成本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9.72%， 纯收益平均年增长率为 10.43%， 略高于
成本增长率， 扣除政策性补贴， 种粮纯收益年增
长率为 9.60%， 处于微亏损状态， 严重影响了农民
种粮积极性。 经调查， 宝鸡市平均年种粮收入仅
占家庭年收入的 12.14%， 农户对种粮收入依赖性
降低， 种粮只为解决自家口粮。
2.2 粮食单产提高困难
2.2.1����灾害性天气与基础设施影响 粮食作物好
收成得益于风调雨顺的好天气条件， 灾害性天气
必然造成粮食减产。 特别是近年来农业生产方式
的转变， 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投入减少， 遇到旱
灾很容易引起粮食减产。
2.2.2����农技推广力量弱化 由于乡、 镇、 村的合
并， 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乡级组织减少。 2000 年
宝鸡市 173 个乡镇均有农技推广站， 以每站平均 2
人计算， 共有农技人员 346 人。 目前全市乡镇减
少至 96 个， 有农技员 192 人， 减少了 44.5%。 由
于撤村并村， 村级农技人员减少约 32.3%。 推广组
织与人员减少， 对农业技术推广极为不利， 使良
种良法入户率、 到田率、 技术操作到位率难以保
证。 同时， 乡镇机构改革后， 基层农技人员大都
参与乡镇的行政中心工作， 与农民见面次数大幅
减少， 导致从事本职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明显不足，
技术推广工作难以到位， 阻碍了小麦、 玉米产量
的稳步提高。
2.2.3����种植趋向于粗放化 因缺少农村劳动力，
部分农民放弃已有的高产栽培技术， 使种植业倾
向于节劳化、 轻简化、 粗放化。 加之农业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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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 种粮收入下降， 农民
对粮食产量高低产生了无所谓的态度。 农户只选
择省用工、 省投入的种植方式， 不愿花费过多的
物力、 人力精耕细作， 不图高产， 导致了已有的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应用呈现下降趋势。 如多年采
用的小麦“机条播”被放弃， 而采取人工撒播再旋
耕盖种的播种方式， 不但增加了播种量， 而且难
保苗全、 苗齐、 苗壮。 春玉米地膜覆盖高产栽培
技术目前不增反减， 造成了玉米单产滑坡。
2.2.4����高产技术推广难 一是农业缺少精壮劳动
力。 有体力、 有文化、 有技术的农民外出打工，
使技术难以推广。 二是务农主体年龄老化。 农户
对技术理解能力差， 接受率降低。 三是技术推广
人员减少。 特别是乡村农技人员减少， 使技术从
县区到乡村差了“一公里”。 四是深入一线推广力
减弱。 农技人员与农民共同试验、 示范的机会少
之有少， 农户的生产技术是靠广播、 电视、 互联
网等推广方式学习， 因听讲不系统， 使技术很难
使用到位， 且由于区域性环境条件， 使所学技术
不能完全为当地服务， 对新技术信任度低。 五是
农民不愿接受新技术， 眼见增产增收才应用。 因
此， 农民自由化种植愈趋明显。 种种迹象表明，
原有推广方式， 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生产发展的要
求， 需研究探索行之有效的推广方式方法， 紧跟
现代农业发展步伐。
2.3 粮食播种面积下降

一是由于城镇建设扩大， 宅基地增加， 且占
用的耕地都为川塬高产水浇地， 耕地面积逐年减
少。 2000 年全市耕地面积为 33.4 万 hm2， 到 2012
年下降至 30.0 万 hm2， 年均下降 0.34 万 hm2。 二
是经济效益高的果树、 蔬菜等作物面积逐年扩大，
使粮食播种面积呈现下降趋势。
2.4 对培育职业农民重视不够

职业农民培育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是农民教
育培训的升华， 是建设高素质农民队伍， 武装和
提升农业生产主力军， 强化生产力要素的重要举
措。 仅从目前农民教育培训的数量单方面去分析，
问题也比较突出。 从主体上讲， 各个培训机构只
顾完成项目培训工作， 缺少系统性、 综合性、 长
远性的培训意识， 没有把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纳入
培训课程， 也没有从长远的社会效益去考虑。 从
客观上讲， 农民队伍结构趋于老龄化、 妇孺化的

现状日益凸显， 培训的老人妇女大多不易接受新
技术、 新观念和新思想， 即使是义务培训， 也难
将人召集起来， 不利于农业科技推广。
3���粮食持续增产的对策

农业的首要任务是粮食安全。 目前小麦、 玉米
单产水平较高， 对栽培技术要求也较高， 靠一家一
户分散经营， 难以持续增产。 必须探索规模化生产
经营， 提高组织化程度，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以规
模化、 标准化生产技术来提高产量和效益［4�］。
3.1 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宝鸡在发展工业、 扩大城市， 促进经济快速
增长情况下， 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保护好农民
种粮积极性。 要按照“稳定面积、 改善品质、 主攻
单产、 增加总产”的思路， 增加农民种粮收益， 调
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从近年来小麦、 玉米高产创
建示范区产量情况来看， 宝鸡大面积小麦、 玉米
单产水平仍有提高的潜力， 而且空间较大。 要想
方设法提高技术到位率， 使全市小麦产量达到
6�000～7�500�kg/hm2、 玉米产量达到 9�000～11�250�
kg/hm2。 同时， 各级领导要重视粮食生产， 狠抓粮
食生产和集成配套技术推广， 解决对农业和粮食
生产认识不足的问题。
3.2 选择能人种地

目前， 老、 妇和兼业种田人增多， 会种田的
人员减少。 因此要选择“种地能人”进行生产经营
管理， 使其成为当前农业生产的实体（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 合作社）领头人和生产骨干。 更重要的
是有计划地选择热爱农村、 热爱农业的青年人作
为培育对象， 使他们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让他们
掌握农业知识和技术， 从根本上解决“谁来种地”
和“怎样种地”的深层次问题。 现实中， 种地是体
力活， 苦、 累、 脏，“老农民”因体力不支很难全部
承担， 但“青年农民”感到种地没面子， 不愿从事
农业生产， 这就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缺乏问题的日
益严重。 因此， 农业要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
型， 农民要向职业转型。 一是将青壮年科技示范
户、 种粮能手培养成农情调查员、 技术推广员，
成为农民看得见、 找得到、 问得着、 留得住的“乡
土专家”， 普及推广科学技术。 二是通过鼓励学农
毕业生回乡， 与种粮能手结合， 提高职业农民的
技术水平、 经营能力， 走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生
产之路。 三是增加农业机械化、 标准化、 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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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投资， 减轻农业劳动强度， 减少累脏农活，
增加农业劳动愉悦感、 荣誉感。 四是各级政府与
新闻媒体要营造社会尊重种地、 尊重农民的社会
氛围， 让农民种地成为有体面的职业。 体面既取
决于收入水平， 也取决于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均
等化水平， 还取决于户籍制度改革。 要从政策上
逐步改变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户籍均等化，
改变社会观念， 让农民职业更体面些， 让种地更
有吸引力。
3.3 坚持优化栽培技术路线

积极推广小麦高产优质品种， 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 提高耕播质量， 适时保墒灌水， 及时除草
防治病虫害， 看苗相管理， 按时收获， 加强技术
栽培集成。 坚决遏制播后不再管理的粗懒做法，
从管字上增加产量。 坚持推广春玉米大垄地膜全
覆盖技术， 从配方施肥， 施足基肥， 大喇叭口追
施攻穗肥， 保苗 60�000～75�000 株/hm2， 及时防治
病虫害栽培模式。 夏玉米生产中积极推广紧凑型
品种， 抢时硬茬明沟穴播， 增加密度， 提高光合
生产力， 在 6月1�—15日采用配方分期追肥， 中耕
培土， 遇旱灌水， 及时防治病虫害等措施确保高
产， 推广机械收获， 秸秆还田沤肥等技术。 把小
麦、 玉米规范化栽培技术， 纳入县政府对各乡镇
人民政府的考核内容， 引起主要负责人的关心和
重视。
3.4 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生产规模

农业现代化方向是集约化、 规模化。 目前宝
鸡市农业组织化程度很低， 规模化生产面积不大，
多为以户为单位的分散生产， 无法形成大宗商品
和拳头名牌产品， 市场竞争力差， 效益低下。 因
此， 只有发展规模化生产， 才能推动农业产业化
发展， 创出农产品品牌， 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实践证明， 选准地域优势产品， 采用“一村一品”、

“一乡一业” 的集约化、 规模化生产， 是形成拳头
名牌， 招引龙头企业， 形成生产、 加工、 销售一
体化的关键措施。 加快发展种养大户、 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 龙头企业， 是推进农业规模化生产
的重要途径。 同时， 引导和规范土地经营权有序
流转， 发展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商品市场主
体。 推进家庭经营、 集体经营、 合作经营、 企业
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鼓励承包
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 农

民合作社、 农业企业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
营［2�］。 目前我国蔬菜、 粮食、 农机、 植保等各类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迅速， 数目不断增加， 力
量不断增强。 这些组织基于农民， 上联各行各业，
下联千家万户， 其作用、 效果逐步得到广大农户
的认同。 合作社可把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
农户联合起来， 发展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经营，
提高收入。 一是发展托管组织， 如代耕、 代播、
代收的农业机械组织； 代灌溉、 代施肥、 代防病
虫害的组织； 农资代购、 代运、 农产品代销组织
等。 托管每一项农事作业明码标价， 作后收费，
让农户任选。 也可与农户实行“六统一分”， 即采
取统一购种、 统一播种、 统一配方施肥、 统一安
排灌水、 统一病虫草害防治、 统一收割， 产量分
户收贮的形式。 二是按照“政府推动、 企业主导、
市场运作、 农户参与、 政策扶助、 技术配套” 的
方式， 积极组建粮食生产加工企业， 实行订单生
产加工， 通过生产高档专用品种， 打出品牌， 提
高粮食生产效益， 增加企业和农民收入。 也可采
取农民出土地入股， 企业出资金建立联合体， 对
高出的收益按股份给农民分红［5～7�］。
3.5 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农业现代化需要有知识、 有技术、 有体力的
农民。 一些发达国家的农民多都经过严格农业知
识技能培训。 因此， 市县区要成立职业农民培训
机构， 以现有的农业广播电校、 农民教育培训中
心为基础， 开展综合性的职业农民培育工作。
政府部门可采取各种形式， 挖掘懂技术、 会经营、
善管理和愿意带领农民闯市场的专业人才领办合
作组织， 实现农民职业化。
3.6 创新农技推广方式

认真履行农业科技公共服务职能， 充分发挥
现有科技资源优势， 加大投入， 完善条件建设和
服务体系建设。 采用建立科技示范园区、 技术合
作、 科技下乡、 咨询服务、 科技救灾、 科技基地
建设等服务于农业和粮食生产［8～9�］。 每年市、 县、
乡都要制定出具体的农业科技服务实施方案， 明
确科技服务目标、 内容、 形式、 措施和经费保障。
建立一支科技服务专家队伍； 设立一条农业科技
服务热线电话； 建设一个科技服务网络平台； 建
立一套科技下乡长效机制， 组织一批骨干科技人
员开展经常性下乡活动， 深入农业生产一线，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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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马铃薯原原种生产过程中试管苗培养基及培养条件、 栽培基质选择和消毒、 试管苗移栽或扦插、
苗床管理、 收获等环节概述了各项技术措施对马铃薯苗质、 成活率和产量构成的影响， 以期为马铃薯原原种生产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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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品种在生产中长期无性繁殖， 造成病
毒积累， 种性退化， 产量降低， 品质变劣， 降低
或失去种用价值， 生产中常用的方法是定期以脱
毒的优质种薯更新退化的大田用种， 而生产优质
种薯的途径是对栽培品种进行茎尖脱毒， 生产无
毒试管苗， 用无毒试管苗生产原原种。 用试管苗
生产原原种的技术和规模直接影响原原种的产量，
进一步制约着原种、 大田生产用种、 大田栽培马
铃薯的产量和质量， 因此， 规模化高效生产原原

种对马铃薯生产意义重大， 对年生产原原种 1 亿
粒以上， 其中 70%外销的甘肃省来说意义尤其重
大［1�］。 目前， 用试管苗生产马铃薯原原种的方法
有无土基质栽培、 气雾栽培和试管薯生产 3 种，
其中无土基质栽培生产原原种比气雾栽培的成本
及技术要求低， 比试管薯生产法的产量高， 是目
前一种应用最普遍的生产方法。 为此， 我们通过
概述生产原原种几个环节的技术措施对马铃薯成
活率、 结薯率、 单株结薯等经济性状的影响， 为

行技术指导、 技术培训， 进一步提高科技推广单
位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

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政府扶持的重点应
该是新型经营主体。 农技推广服务的对象也应该
从服务单个农户为主转向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
专业合作社、 龙头企业等。 要积极探索服务方式，
切实解决农业科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要
因地制宜， 积极探索科技普及式、 参与式、 培训
式、 带动式、 试验示范式等多种推广方式， 着力
解决良种统供、 土壤肥料统测统配、 病虫统防统
治等专业化、 社会化服务模式［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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