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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种粮信心，不仅需要政策
托底，更需要市场给力。

“浦城收一收，有米下福州。”作
为“福建粮仓”，浦城县正致力于打
造“浦城大米”区域公共品牌，通过
品质管控、制定生产标准、品牌推介
等“组合拳”，提升品牌含金量，促进
农民增收。早前发布的“2024中国
品牌价值评价信息”显示，“浦城大
米”产业集聚区品牌价值 409.86 亿
元，比去年净增1.94亿元。

在福建，优质优价，已成为提高
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驱动力。

早稻是一年中出产的第一季新
米。但受产季气候限制，早稻栽培管
理难度大，米质普遍不如中晚稻，在
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打造优质早稻
品牌，向市场要效益，是突围的方向。

三明市明溪县盖洋镇选择走差
异化路线。今年，该镇与省农科院
水稻研究所合作，引种350亩早稻新
品种“清优 308”。这是我省首个自
主研发的低糖杂交水稻品种。

作为稻米市场的新宠，低糖水稻
品种稻米含有丰富的抗性淀粉，人体
摄入后不易分解为葡萄糖，在增加饱
腹感的同时，不会引起血糖浓度大幅
波动，对糖尿病患者友好。目前，市
场上的低糖水稻多为常规稻品种，普
遍存在口感硬、黏性小、食味性差等
不足，同时产量低、生产成本高、适应
性不强，难以大面积推广。

“清优 308”的出现，解决了痛
点。该品种稻米不需要陈化，当年
就能加工成米粉等米制品，市场潜
力巨大。目前，“清优308”已经开发
出了多款适合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
士食用的产品。

“我省历来重视优质稻产业发
展，不断提高种粮附加值，让更多农
民愿意种粮、种粮有效益。”省种子
总站站长赵杰樑说，近年来，福建通
过实施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开
展优质稻品种联合育种攻关，加强
优质稻品种展示示范，组织优质稻
品种现场观摩和品质现场鉴评，加
大优质稻品种宣传，带动优质稻品
种推广。2023年，全省水稻优质率
超8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八闽稻田里的龙年丰收“密码”
福建今年春粮实现“三增长”，早稻单产蝉联全国第一，秋粮丰收在望

N据福建日报

粮稳天下安。今年，福
建粮食生产形势向好，春粮
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长”；夏粮颗粒归仓，早稻单
产蝉联全国第一；秋粮丰收
在望，中稻自南向北陆续开
镰，晚稻田间长势良好。

在 2024 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福
建粮食产区，解析龙年丰收
密码。

眼下，龙岩市新罗区
绿盛农产品合作社的 700
多亩中稻，黄澄澄的稻穗
挂满稻秆。合作社负责人
林南盛正忙着调度农机，
准备开镰收割。

“今年的丰收来之不
易。”自 2019 年流转土地
规模化种粮以来，老林接
连遭遇了高温干旱、阴雨
寡照、台风暴雨等气象灾
害挑战，见识了农业的脆
弱性。今年产季，强降雨、
台风轮番登场，好在有惊
无险，迎来了丰收。

不过，今年老林面对
天公考验，心里比以往更有
底气。原来，不久前，省财
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印发通知，
在全省实施水稻和玉米种
植完全成本保险。

“过去，水稻种植保险
以保障种子、化肥、农药等
直接物化成本为主，保障水
平相对有限。”林南盛说，完
全成本保险则将土地租金、
人力投入等综合成本也纳
入保障范围，保额从每亩
500元提高到 1000元。扣
除各级保费补贴后，农户投

保每亩保费仅 6元。“农险
扩容，信心加倍。”

托举起种粮信心的，
不仅仅是保险，还有干货
满满的稳粮惠农政策。

对规模种植早稻并连
作晚稻30亩以上的经营主
体，按早稻实际面积每亩
最高奖补200元；对标准钢
架温室大棚轮作种植单季
稻 6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
按实际种植面积给予每亩
最高奖补100元；对再生稻
种植户给予每亩20元催芽
肥补贴……翻开《2024年
全省粮油生产扶持政策汇
编》，粮食产业链上的不同
的经营主体，都可以从中
找到“真金白银”。

“年初，我们便制定印
发了《2024年稳定粮油生
产九条措施》，安排稳定粮
食生产专项资金 9000 万
元，用于开展省级种粮奖
补、山垄田复垦复耕种粮试
点等。”省种植业技术推广
总站副站长傅志伟说，在此
基础上，九市一区以及全省
所有涉粮县（市、区）均出台
配套补助政策，做到政策力
度不减、覆盖范围更广。

金秋时节，福鼎市
店下镇三佛塔村，成片
晚稻已进入抽穗扬花
期。这里推行的是“早
稻—晚稻—蚕豆”一年
三作模式，实现了地尽
其用。眼前这些身强体
壮的稻禾，来自今年刚
刚投用的福鼎农垦智慧
育苗中心。

常言道，秧好半年
稻，壮秧产量高。对水
稻种植来说，秧苗壮等
于赢在了起跑线上。福
鼎农垦智慧育苗中心，
可谓培育壮秧的“黄埔
军校”。

“以往，我们多用滚
筒撒播方式播种，用种
量大，播种不均匀，秧苗
长得参差不齐，移栽后
需要耗费大量人工补
植。”技术人员李风雷
说，智慧育苗中心引进
的这套精量播种生产
线，利用气吸播种器，可
精准对穴播种，严格控
制播种密度和数量，比
常规播种方式节省 30%
以上用种量。更重要
的是，每一粒种子都能

在最适宜的空间里出土
成苗，练就强健体魄。
当它们进入大田主战
场，发根快、返青早，对
病虫害、环境变化也有
更强的抵抗力，产量自
然就高。

这样的“黑科技”，
正是福建粮食增产的法
宝。

“近年来，我省粮食
品种品质结构不断优
化，单产水平持续提高，
产能持续巩固，粮食面
积 、产 量 分 别 保 持 在
1250 万亩、500 万吨以
上。”省种植业技术推广
总站粮油科科长林武
说，面对逐年增加的粮
食消费需求，必须持续
提高全省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

福建于去年启动实
施全省粮油等主要作物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工厂化育秧是今年水稻
单产提升的主抓环节。
目前，福建已引入水稻
精量播种、精准条播、高
速密播等现代化生产
线，并在多地试点示范，

节本增效、增产增收效
果显著。

与此同时，福建正
向粮食生产全链条发
力，以科技赋能粮食生
产流程再造，挖掘每一
个环节的增产潜力。

上个月，省农科院
水稻研究所邀请中国
科学院院士谢华安等专
家，来到浦城县临江镇
水西村万鑫家庭农场，
进行再生稻品种“内 10
优 7185”全程机械化栽
培头季现场测产。结
果显示，平均亩产 774.6
公斤。

再 生 稻 头 季 收 割
后 ，稻 桩 上 休 眠 的 腋
芽，在一定条件下可重
新萌发成穗，实现“一
种两收”，为光温条件

“一季有余，两季不足”
地区提供了粮食增产
新方案。今年，全省推
广再生稻约 18 万亩。
在浦城县，再生稻已普
遍实现“吨粮田”，头季
加 再 生 季 总 亩 产 约
1300 公斤，成为粮食增
产新担当。

“真金白银”政策 托举种粮信心 用种植“黑科技”助力粮食增产

打产销“组合拳”
优质优价效益高

收割机在武夷山市福民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兴田镇再生稻示范片收割再生稻（福建日报图）

“宠物石头”走红“情绪经济”上线
年轻人兴起养“宠物石头”的新风潮；专家表示，“万物皆可当宠物”

反映了年轻人缓解孤独、彰显个性等心理需求

台风暴雨双预警
我省沿海需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