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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超1.4万亿斤，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科技正成为“三农”发展最大

增量。我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逐步建立起全球最完整的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农业产业深度

融合，数字农业、智慧

农 业 驱 动 农 业 现

代化发展。

我国是世界第一农机生产和使用

国。2023年，农作物生产机械化作业面

积超 75.7亿亩次。高端智能拖拉机、北

斗辅助驾驶系统等高性能农机（具）广

泛应用；丘陵山区玉米播种机、轨道运

输机等实现“有好机用”；设施巡检机器

人等智能农机装备打破国外垄断。

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

耕地质量不断改善。据了解，建成后

的高标准农田亩均粮食产能增加

10%—20%。各地扎实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工作，把更多符合条件的农

田改造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

稳产的现代化良田，筑牢“藏粮于地”

的物质根基。

人 才 是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重要力量。我国乡村人才队伍质

量结构持续改善，一大批有文化、懂

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投身

乡村、逐梦农业蓝海。2012—2023 年，

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 1320
万人，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国加力推进种业创新攻关，扎实推进种业振兴五大

行动阶段性任务落实落地。全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

积占比超 95%，畜禽、水产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超过 75%、

85%。一批高水平种业创新平台加快建设，种业领军企业

成长壮大，产学研用一体化育种创新模式持续完善。

我国深入推进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生产，持续增强粮食及重要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加快应用，越来越

多绿色优质农产品摆上城乡居民的餐桌。

带动农民、连接市场、引领发展，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壮大，充分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目前，全国纳入名

录系统的家庭农场近 400 万个，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

214.5万家、联合社达 1.5万家。社会化服务提质扩面，持续推

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

重。我国积极培育壮大数字农业、订单农

业、休闲农业等新业态，释放现代农业发

展潜能。各地依托资源优势、对接市场需

求，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特色农

业产业持续提高现代化水平，全国森

林食物年产量超 2亿吨，约 70%的

肉蛋奶和 52%的养殖水产品

由设施养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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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丰收年！

今年我国粮食总产量 14130 亿斤，首次

站上 1.4万亿斤新台阶，再创历史新高。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1.4万亿斤，是季季接续的努力。每年的

粮食生产分为夏粮、早稻、秋粮三季。今年，

三季的成绩单都可圈可点。看夏粮，产量

2997.8 亿斤，比上年增加 74.8 亿斤，近 9 年中

增产最多；看早稻，产量 563.5亿斤，连续 4年

稳定在 560 亿斤以上；看秋粮，面积稳中有

增，大面积单产提升成效明显。

1.4万亿斤，是高位增产的丰收。2015年

至 2023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 9 年站

稳 1.3 万亿斤台阶。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

上。首超 1.4万亿斤，这份来之不易的

丰收答卷，意味着预期目标顺利完

成。粮食总产量在高起点上实现

新突破、再上新台阶，进一步夯

实了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

农业强国奠定了坚实基

础，为巩固和增强经

济 回 升 向 好 态 势 、

持续推动高质量

发 展 提 供 了 有

力支撑。

这 份

沉甸甸的

丰 收 答

卷背后，是政策措施有力，为粮食生产保驾护

航。今年，中央财政加大对粮食生产支持力

度，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

实现了全覆盖，提高小麦、早籼稻最低收购

价，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一系列强

农惠农举措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

种粮农民收益。

这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背后，是科技支

撑给力，激活单产提升关键变量。今年，玉米

单产提升工程接续实施，大豆单产提升工程

启动；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种

业振兴行动，加强创高产关键技术推广，加快

高性能农机装备升级……良田、良种、良机、

良法、良制“五良”集成，推动大面积均衡增

产。今年夏收小麦亩产提高了 10公斤，单产

提高幅度为近五年最大。从全年看，预计单

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超过八成。

这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背后，是各地落

实党政同责、环环相扣，各部门同心协力、齐

抓共管，亿万农民辛勤耕耘、苦干实干。政策

好、人努力、天帮忙，共同推动实现了我国粮

食生产高位再增产。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应当看到，尽

管粮食产量已站上新台阶，但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确

保粮食稳定安全供给的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加快提升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千方百计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让大国粮仓更加稳固。

（人民日报记者 朱隽）

“项目组正继续进行大豆耐密性、耐旱

性的性状搜集，为下一步亲本选配做准

备。”

——2024 年 3 月 19 日本报第二版《创

新技术 智慧育种（春耕进行时）》

“肥不够，有些缺铁了。”观察完一株豆

秧，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博士

高华伟记在本上。

又是一年南繁季，海南三亚日头正烈，

这是高华伟最忙的时候，“种业科研，就是

要追着太阳跑。”每年冬春，种业科学家

都会来到海南，繁育作物、加速育种。

“今年我们的耐盐碱大豆项目取

得一些成果，有 1500 份材料正在江苏

等地种植、鉴定筛选。”高华伟介绍，团

队正在进行新种源创制及新品种选育，

几天前又种下约 100 亩的大豆种子，科研

项目随后开展。

“希望能培育更多优良性状和品种的大

豆，把‘油瓶子’牢牢握在自己手里。”高华伟

说。

“农业生产新变化不少，要想卖好农

资，得研究产品、紧跟市场。”

——2024 年 3 月 24 日本报第一版《一

家农资店账单里的升与降（春耕进行时）》

忙碌一天，冬肥基本售空，杨福财关上

店门，边补齐货架，边联络调货，“农忙接近

尾声，再备 4吨肥料就够了”。

在贵州贵阳乌当区马场村，杨福财经

营农资店 15年，服务周边五六个村寨。“农

忙结束，也要关注新技术、新产品，更好为顾

客提供服务。”杨福财尽可能推广效果好、成

本低、污染少的新型肥料，积攒下好口碑。

新的一年，杨福财希望去田间推广更

多新技术、新产品，“贵州山多地碎，但这几

年高标准农田建成，我要跟上农业现代化

的步子，尝试小型机械出租业务。”

“传播农技，要先走下讲台，站在村民

角度考虑问题。”

——2024年 10月 20日本报第三版《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劲头足足的（秋收进行

时）》

五六碟米饭刚焖好，软糯莹白，散着饭

香。“这是我们的大米样品。”冬日里，吉林农

业大学教授、前郭水稻科技小院指导专家凌

凤楼和学生们在学校实验室里忙得火热。

将米饭放进食味计检测，数值越高，品

质越好。通过分析样品，师生们可以更了

解适合当地的水稻品种、施肥方式、采收时

间。12月底，他们将带着最新成果回到位

于吉林松原的科技小院，更有针对性地为

农民开展技术培训。

今年，前郭科技小院带动超千户农民，

实现水稻每公顷增产约 100公斤。“明年我

们还要帮农户分析市场，让优质大米卖得

更好。”凌凤楼说。

“老蔡把机器看得比啥都金贵。”

——2024年 6月 24日本报第二版《麦

客走四省，追着麦熟跑（三夏进行时）》

“叮叮当当”，左手持灯探照，右手扳

动螺丝，家住湖北襄阳南漳县武安镇的

农机手蔡华，在自家小院仔细检修收割

机。

“农闲时排除故障，农忙时才能派上

用场。”蔡华说。

今年，收完本地小麦，他和妻子追着

次第成熟的麦浪，在湖北、河南、山东等

地收麦 24天……年底一盘算，各种营生

赚了 10多万元，能办几件“大事”。

趁 着 以 旧 换 新 好 政 策 ，购 置 些 大

件。厨房装修，建材和电器不能少；汽车

降价，国家补贴，还要提辆新车。

明年，蔡华 60 岁。“‘工龄’20 多年

了。”他笑着说，“趁身子骨硬朗，我们接

着去收麦！

科研人员的新项目

□ 人民日报记者 孙海天

农资店的新打算
□ 人民日报记者 苏滨

科技小院的新计划
□ 人民日报记者 刘以晴

老麦客的新愿景
□ 人民日报记者 强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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