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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主持的“川渝杂交中稻-再生稻高产高效

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取得显著成效

以四川东南部分市县及重庆西部和东部沿江区县为主体构成的四川

盆地东南浅丘平坝河谷地区，具有温光资源丰沛、幅员面积辽阔、地形地

貌复杂、气候差异明显等诸多特点，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粮仓。据统计，

盆地东南部分现有冬水(闲)田2000 万余亩，其中，“中稻－再生稻”栽

培模式800万亩左右,占全国再生稻面积的80%以上。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等单位针对21世纪初期重穗型杂

交中稻品种的普及，四川、重庆大面积生产因缺乏重穗型杂交水稻蓄留再

生稻的技术，致使再生稻面积和单产呈明显下滑的重大问题,于2008～

2015年开展了杂交中稻-再生稻高产高效技术集成与推广。该项目依托前

期自主研发的多项再生稻成果核心技术，进一步创新了杂交中稻强再生力

品种的鉴定方法，确立了“杂交中稻-再生稻”两季高产高效“粒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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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简便施用新方法，集成了重穗型强再生力杂交稻品种和节肥增效技

术，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60余篇，研制标准、专利4项。成果

覆盖率68.7%，创造了世界同纬度地区千亩示范片“中稻-再生稻”两季

平均亩产突破1100公斤的高产纪录。2008～2015年，累计推广3409.10

万亩，新增稻谷30.78亿公斤,实现总经济效益43.06亿元，推广投资年

均收益率6.73%。该项目不仅扭转了四川、重庆再生稻发展的不利局面，

并再创了再生稻发展历史的新高度，于2015年3月14日通过四川省农业

厅组织的成果鉴定。鉴定专家组认为，该成果创新性强，科学适用，推广

措施有力，技术覆盖率高，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总体达国际领先水平。

该项目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主要创建了以下技术创新与推广机制：

一、认清再生稻发展态势，搞好再生稻振兴计划的顶层设计

在项目执行初期，大面积生产杂交中稻品种由穗数型转向重穗型后，

品种再生力明显下降、生育期普遍推迟，基于穗数型品种的再生稻技术对

重穗型品种的不适应，是川渝再生稻面积和单产严重下滑的根本原因所

在。为此，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级农技推广部门和农业科学院，针对再

生稻生产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振兴再生稻的顶层设计方案：一是以充分利

用冬水田秋季温光资源为切入点，把“杂交中稻-再生稻”作为区域稻田

特色种植模式和增加复种增产途径持续发展，作为振兴再生稻的首要目

标；二是把集成重穗型杂交中稻-再生稻高产高效技术作为实现振兴再生

稻计划的科技支撑；三是整合各类财政来源科技项目经费，作为振兴再生

稻计划的资金支撑，如新增百亿斤粮食工程、水稻高产创建、水稻科技丰

产工程、水稻产业体系等，其中四川省、重庆市不仅将再生稻作为主推技

术，还每年拨出80～100万元再生稻专款，并集中各科研单位和推广部门

的优势科技力量，大力开展重穗型杂交中稻-再生稻高产高效技术集成与

示范推广，在2～3年内恢复到再生稻历史最大面积600万亩和最高平均

单产160公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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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夯实再生稻振兴计划的组织保障

杂交中稻-再生稻推广是川东南冬水田区增加粮食产量的重要途径之

一。因此，各示范推广县（区）政府高度重视。为了保证项目的实施，成

立了以县(区)委或县(区)政府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任组长，由农业局及各

示范乡镇领导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聘请省(市)有关专家为技术顾问,

并成立县(区)农业局有关技术权威任组长,县及各乡镇农技员为成员的技

术组，以强化项目组合管理工作。同时建立严格而科学的考核机制，即实

行项目奖惩制度，对各示范片进行层层包干，既要考核核心区的产量指标，

又特别注重考核各乡（镇）的面上产量水平，并在水稻生产关键时期组织

有关人员对各乡（镇）进行交叉检查和交流经验，对示范推广好的乡（镇）

的相关人员与其年终绩效考核挂钩，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三、推行“两大、六统一”措施，确保再生稻振兴计划的技术创新

与推广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推行“两大、六统一”机制，确保再生稻技术创

新与到位率，是再生稻高产高效的科技基础。一是大协作。即四川省农科

院水稻高粱所和重庆市农科院再生稻研究中心联合开展重穗型杂交中稻-

再生稻高产高效技术集成创新，四川省农技推广总站和重庆市农技推广总

站联合，带动各重点县区示范推广，核心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再试验”

反复印证后再向两省市全面推广，确保技术的科学性与适用性。二是大培

训。即在制定“重穗型杂交中稻-再生稻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规程”基础上，

四川省和重庆市省级专家对各县(区)农技员进行技术培训，各县(区)技术

骨干对所属乡镇技术员进行技术培训，各乡镇技术员负责培训各自辖区示

范户、种粮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在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通过电视台、广

播电台、宣传墙报、会议培训、现场培训、简报、报刊、发放明白纸、田

间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反复宣传，把各项增产增收技术、政策措施和各阶

段取得的进展宣传到千家万户；在农户培训选择上，重点培训示范区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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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户和种粮大户，遴选部分非示范区的种粮大户和科技示范户参加技术培

训。在工作分工的侧重点方面，省、县专家组重点落实百亩示范片的技术

示范，县乡农技部门以面上推进为主；农业科研单位以技术培训和技术指

导为主，农业生产和推广部门以面上发动和农户组织为主。这样就使再生

稻技术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三是六统一。即在核心区建设中，

采取‘技术统训’、‘稻种统供’、‘秧苗统育’、‘肥料统施’、‘病虫统防’

和‘现场会统开’的六统一措施，确保技术到田，为示范推广区提供高产

样板。

四、争创两季高产典型，促进再生稻振兴计划的技术推广

四川省、重庆市虽然在全国再生稻推广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技术推

广上仍通过示范区效果竞赛形式，提高再生稻生产技术水平。一是四川省

与重庆市的竞赛，每年两个省（市）均分别组团到另一个省市再生稻最好

的示范区观摩，四川到重庆开县、永川等县区，重庆则到四川泸县、富顺

参观；二是四川省内成立了再生稻“1+3”论坛，从2012年起每年再生稻

收割前，在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所的组织下，四川省再生稻发展较好的

泸县、富顺、隆昌农技站的全体科技人员及分管领导参加，到各县最好的

再生稻示范区观摩、评比，并对技术创新与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在高产典

型的争创活动中，重庆开县创造了千亩杂交中稻-再生稻两季亩产1117

公斤的高产纪录，泸县2015年再生稻总产7.5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

居全国第一。隆昌县2008～2015年均有经专家验收两季超过1000公斤/

亩的田块，其中2013年头季稻亩产802.7公斤，再生稻亩产370.1公斤，

两季亩产高达1172.8公斤。通过以上高产典型的竞赛，不仅促进了再生

稻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完善，还很好地起到了示范带动效应，为川渝再生稻

面积的不断扩大和单产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创建多种新型推广模式，实现再生稻振兴计划的多方共赢

由于再生稻米质较好，通过新型推广体系建设和开展稻田种养殖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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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模式探索，成功实现了水稻新型经营主体及相关多方效益同增。

四川省荣县大农和公司，创建了“科研单位+种业公司+合作社+米业

公司+电商平台”的新型推广体系。具体方法是：利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高粱所育成的杂交中稻优质、强再生力组合如德香4103、德优4727

等，通过大融和种业公司与新型合作社签定订单收购合同，并进行技术指

导，再利用稻米加工企业品牌效益，加工为再生稻优质专用米，在电商平

台销售。不仅实现了多方受益的良好效果，还促进了荣县再生稻的大发展。

泸州金土地是集水稻种子、肥料开发、米业加工和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型农

业公司，利用再生稻米质好的特色种植，建立优质罗沙贡米-再生稻生产

基地，通过产前的肥料、种子的优质优价供应、产中技术指导和产后的订

单高于市场价15%的优价收购、优质大米加工和市场贸易，不仅建立了

“供、产、加、销”完整产业链，同时降低了各产业环节的生产成本，提

高了经济效益，实现了基地种植户、公司和稻米消费者的多方共赢。

重庆市永川区农委在来苏镇种粮大户周元贵承包的100亩稻田上，开

展“中稻-再生稻+泥鳅”种养殖业的综合利用模式示范，以探索提高稻田

利用效率和提高稻田收益的新途径。其种植1亩中稻-再生稻扣除各项成

本和土地承包费后，加上种粮大户补贴和各项政策性支持，种稻收益每亩

在1250元左右，亩产泥鳅50公斤、收入2400元，全年“中稻-再生稻+

泥鳅”种养殖业的综合利用模式亩收益可达3650元左右，是常规粮食种

植效益的5～6倍；其加工生产的圆贵牌“稻-鳅”再生稻更是深受市民喜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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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