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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搞好丘陵区现代水稻产业的思考与建议

我省丘陵区包括乐山、自贡、宜宾、泸州、内江、资阳、广安、达州、

遂宁、南充、巴中、广元12个市，现有稻田1800万亩左右，占全省稻田

总面积的60%以上。该区域地貌起伏，阶地广布，开阔地多，丘陵间相对

高差20～100米。年降雨量1100～1400毫米,但季节分布不均，主要集中

于夏季，春旱、夏旱及高温伏旱频繁。稻田耕作制度以“冬水（闲）田—

一季中稻”和“稻—麦（油）”为主，占90%以上。由于水利灌溉条件差，

稻田机耕道路建设十分落后，加之田块小、不规则、泥脚深，农用机械下

田作业困难，严重制约了该区现代水稻产业的发展。为此，笔者近几年通

过大量的生产实践与农村水稻产业发展现状调研，发现了丘陵区现代水稻

产业发展明显落后于平原地区的症结所在，并就促进该区水稻现代产业发

展提出以下建议，供有关领导对全省宏观决策时参考。

一、农村水稻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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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稻适度规模化经营方式，其初衷是解决“农村因青壮年劳动力

短缺所致以后谁来种田”的问题。通过有关部门几年来的推动工作，丘陵

区农村专合水稻生产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据对泸州、宜宾、自贡、内江、

遂宁的调查，这5个市目前已有30亩以上规模的水稻专合社（组织）2031

户、种植面积16.81万亩，仅占其水稻总面积767.2万亩的2.19%，而且

进一步扩大专合社规模的潜力有限。究其原因：一是目前的专合组织已率

先选择了道路交通便利、水利灌溉条件较好的稻田，今后再选择条件适宜

规模化生产的区域越来越少；二是规模化生产必须以能实现机械化为前

提，如川南某县有一水稻专合社，所选稻田虽然能灌能排，交通也方便，

但因部分田块水稻收割时排水达不到机收要求，2014～2015年连续两年

有几十亩水稻因收割机不能下田作业而放弃收获（若采用人工收割会亏

本）；再从目前专合社的生产效益看，由于从分户经营的农户流转土地成

本是每亩400～600元不等，专合社通过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获得的种稻

效益还不足以弥补流转土地的成本，只能靠财政农机补贴、稻粮补贴和示

范项目的种子、肥料补贴而获得一定效益，否则专合社将自行消亡。

以上情况说明，在丘陵区现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专合社以解决“将

来谁来种田”的问题，实现的可能性极小。但是，适度规模化经营又是水

稻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仅靠国家补贴来维持其生存不是长久之计。为此，

笔者认为专合社应利用其优先选择的地理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绿

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通过优质优价获取收益。政府应逐步取消资金

扶持政策，只需作好资金贷款优惠、生产技术、农产品销售、税收优惠等

方面的服务即可。

二、发展农业机械服务企业势在必行

丘陵区人均稻田面积较小，一般在0.5亩/人左右。据对川南326个

农户的调查，分散种稻的农户对农机服务需求最紧迫的是收割机，其次是

插秧机，烘干机需要量极少。在水稻收获中除水稻专合社采用自主机收外，

90%以上的稻田需要机收服务，也是解决“将来谁来种田”的核心症结。

目前收割机对各农户的服务处于松散型状态，即水稻成熟期将收割机开到

水稻种植区视情而收。其工作效率较低，表现为部分田块收割机下田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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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业，有的田块能收但无机耕道可行，或只能从相邻尚未成熟的稻田压

稻而过，即便能完成收割，但收割后仍需花大量劳动力将稻谷运输到晒坝。

因此，急需组建农业机械服务企业。服务企业可分片布局，包括机耕道设

置、水稻品种成熟期分批安排、排水时机及程度、稻谷运输路线等进行统

筹规划，方可大幅度提高稻田的机收比例和降低机收成本，这将是最终解

决“将来谁来种田”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推行大幅降低水稻生产成本的高产高效理念

自“十一五”和“十二五”以来，国家通过各种项目实施创水稻超高

产，我省小面积水稻亩产量先后突破了700、800、900和1000公斤大关。

生产调查表明，水稻超高产主要是通过肥料、农药、人工的高投入而获得，

存在高产不增收的现象，以致其品种或技术在大面积推广中的适用性不

强、技术难度大，最终全省平均水稻单产与前10年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

提高。因此，应改变水稻生产观念。笔者认为，在实现大面积水稻一般性

高产（如亩产600公斤）前提下，通过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和平衡增产，以

实现全省水稻总量增加，将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在具体措施上，目前重点

应开展冬水田免耕栽培、水稻直播技术、底肥一道清多功能专用肥等技术

的研发与推广。经笔者2009～2014年的试验研究与生产示范，以上技术

在亩产稻谷600公斤左右前提下，可比现有传统高产栽培技术节省人工、

肥料等生产成本200元/亩以上，是我省丘陵区实现水稻高产高效的重要

技术发展方向。

四、现代水稻产业发展中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加快农田机耕道与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现代水稻产业发展的重

中之重就是全程机械化，而全程机械化必须有农田排灌与机耕道设施作保

障。丘陵区这方面的基本条件则是差之又差，这就严重制约了农田机械化

生产的实施。虽然丘陵区江河、湖泊、堰塘等水资源十分丰富，但稻田有

效排灌设施不健全，为便于机械化操作，稻田必须排水晒田，但又无灌溉

水作保证，影响后期水稻高产需水或来年保栽用水，很多稻农不敢为机械

化生产而排水，有的甚至排水后仍达不到机收对稻田土壤的硬实度要求而

造成两损。此外，70%以上的稻田根本无机耕道，致机械化成为泡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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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加快农田排灌与机耕道设施建设，将是丘陵区搞好现代水稻产业的首

要任务。

2.强化机收头季稻条件下的再生稻高产技术研究 近年来，随着头

季稻机械收割面积的不断扩大，对再生稻的影响很大。主要表现为：一是

机械收割需要在头季稻收前10～15 天对稻田实施排水，让稻田土壤硬

实，否则收割机陷落在冬水田行走困难；由于此期正值高温天气，稻田在

无水情况下再生芽死亡加快。二是收割机直接压损部分稻桩，严重影响了

再生芽的萌发与生长。三是籼型杂交中稻籽粒落粒性强和收割机排谷壳风

力过大，致使大量稻谷撒落田间。2013年泸县1000亩再生稻核心区，头

季稻机收后因稻田土壤水分不足，多数田块再生稻基本没有产量统计，少

部分产量在50～100 公斤/亩。不仅极大地制约了再生稻的发展，而且机

收比传统人力脱粒机收损失稻谷产量 21.2～50公斤/亩，减产5.17%～

11.98%，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分不利。应采取以下相应措施：其一，头

季稻收割前排水时间不宜过早，以保证收割机在田间能正常操作的情况

下，尽可能推迟排水时间；其二，在收割机的机型选用上以选择中小型为

宜；其三，加强稻田排灌水的设施建设，头季稻收后及时灌溉；其四，选

用头季稻落粒性相对较差的籼稻品种，以降低机收的稻谷损失度。

3.探索农机与农艺相融合的生产新模式 机插秧是目前稻田实施机

械化的主要方式，但在机插秧培育过程中问题颇多。如采用工厂化育秧的

土壤基质来源有限、运秧等成本较高，秧苗易发生立枯病等，影响机插秧

推广的效果。探索适度分散湿润培育机插秧，如每100亩本田集中几块冬

水田（年度间轮换育秧），采取湿润播种与旱管结合的方式，即可解决秧

苗易发生立枯病问题，不需外购营养基质，并大大节省运秧成本，是一种

值得推广的新的育秧模式。

（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 徐富贤）

分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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