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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关心的 就是我们关注的

“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国无农不稳国无农不稳，，民无粮不安民无粮不安，，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
的重要保障的重要保障。。近年来近年来，，我县认真贯彻中央我县认真贯彻中央、、省省、、市关于市关于保障保障粮食安粮食安
全的决策部署全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技””战略战略，，按照按照““稳稳
政策政策、、稳面积稳面积、、稳产量稳产量””的总体要求的总体要求，，推进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增推进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增
强强，，供给结构不断优化供给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效益稳步提升生产效益稳步提升————

守护粮食安全守护粮食安全 端牢百姓端牢百姓““饭碗饭碗””

我县把粮食安全工作作为保民生、促经济的头等大
事，通过政策扶持、财政奖补等方式大力开展育秧工厂
建设、扶持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积极开展和江西
省农科院的“院地”合作，加强先进技术示范推广，使农
业科技发生了跨越式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效益，
为保障粮食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工厂化
育秧点。2020 年起，我县每年安排财政补贴金 300 万
元，在上奉、何市、四都等粮食生产重点乡镇建设了工厂
化育秧点，到今年建成22个工厂化育秧点，育秧大棚面
积 70000平方米。通过出苗车间、配套浸种消毒池、配
套播种操作间和秧盘精量播种流水线等建设，每批可为
16000亩稻田供应机插秧苗。工厂化育秧点采用统一良
种供应、肥水管理、病虫防控、技术指导和机械作业，实
现良田、良种、良法、良机配套，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保
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2021 年，我县财政安排资金 1000 万元，制定“五定、两
查、三公示、一承诺”举措，支持具有一定农机规模的合
作社、种植大户等建设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经过自愿
申报、乡镇初审、县级现场核查的方式，在四都、渣津、太
阳升等粮食生产重点乡镇建设11个农机社会化服务组
织，组织 5 个农机维修服务队。通过提高机具补贴标

准，按照市场销售价格的50%对水稻生产的机插、机防、
机烘等环节实行县级补贴，同时根据已认定服务组织的
规模、潜力等，给予 80—120万元不等的农机购置补贴
资金。通过政策支持，我县农业机械化进程有序推进，
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打造“院地”科技示范
平台。2020年 12月，省农业科学院和我县签订合作协
议共建博士服务工作站。博士工作站充分发挥人才优
势，在庙岭乡上坪村创建了丛枝菌高效共生水稻新品系
“益35”减肥增产效果示范基地，在何市镇郭城村创建了
“稳粮增收保供”优质稻米项目示范基地。通过示范推
广优良品种和种植技术，为周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培
训服务，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优质稻米价值。提升基层
农技队伍能力。实施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村实用人才知
识更新、素质提升工程，常态化开展“三农”大讲堂（2021
年更名为乡村振兴大讲堂）活动，通过聘请农业技术专
家、乡土农技人才，结合农事季节，采取“学、讲、做”的培
训模式，对基层年轻农技人员和全县优秀农村实用人才
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截至目前共开展培训 25 期，培训
2000余人次，使基层农技人员业务水平和专业能力得到
了有效提升。打造绿色大米品牌。充分发挥我县生态
优势，推行绿色种植，大力巩固我县18万亩绿色大米原

料生产基地，在 18万亩绿色大米原料生产基地的基础
上不断生产适合市场消费需求升级的优质大米，打造
“山背”大米、富硒大米等区域公共品牌，放大品牌价值。

备足农资储备，保障粮食生产需求。在水稻生产期
间，我县农业农村部门坚持每周对农资储备情况实行调
度，积极沟通供销、发改、市场监督等有关部门，畅通春
农资运输通道，组织农资经销商加快储备耕种物资，有
效应对后期化肥等农资涨价现象。今年春耕备耕期间，
我县储备种子32万市斤，化肥3600余吨，其中尿素1000
吨、复合肥2800余吨，落实农药160吨、农膜90多吨，保
障农资供应充足。在农资储备充足的同时，我县加强农
业执法监管力度，确保农资价格稳定，坚决打击制假售
假行为，杜绝假劣农资进入生产环节。加强执法检查，
促进农资市场净化。去年以来已组织开展执法检查 54
次，出动执法人员200人次，通过“双随机一公开”平台，
对146家的农资经营门店开展检查。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今后我县将继
续在加大粮食生产力度，强化粮食生产安全上，下实功
见实效，端牢‘百姓饭碗’，推动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伟民说。

把粮食安全的基础夯得更实
 朱 隽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粮食生产气可鼓不可泄，重
农抓粮的劲头绝不能放松。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历
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
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
这根弦都不能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我们这
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
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
候都是真理。”

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粮食生产数据显示：2021年
全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267亿斤，增长
2.0%，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
斤以上。2021年粮食再获丰收，不仅实现了年初确定
的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的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预期目标，也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应对复杂多变的
国内外形势、克服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有力支撑，为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大国粮仓牢，来自丰收基础
稳。从面积看，今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达17.64亿亩，
比上年增加1295万亩，播种面积稳中有增，为稳产量打
下扎实基础。从单产看，2021年全国粮食作物单产实
现387公斤每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4.8公斤，单产提
高成为再获丰收的关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21年的粮食生产闯过了倒
春寒、病虫害、洪灾、旱灾等多个关口，来之不易的丰收
背后，是政策好、科技强、人努力等多种因素在协同发
力。继续实施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200亿元中央
财政资金，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发放补贴；全国13个
粮食主产省份，对500个产粮大县实施稻谷、小麦种植完
全成本保险……高含金量的强农惠农政策，让种粮农民
更有底气。防病治虫、田间管理、机收减损，良种、良田
配上好农机、好农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推动我国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今年是实行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的第一年，各地把粮食稳产增产目标任务层层分
解，责任落实到县到乡，面积落实到村到田。正是因为
粮食生产季季接续、茬茬压紧、环环紧扣，才实现了粮食
总产量在连年丰收的高起点上再创新高。

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应当看到，虽然我国粮食安
全总体上是有保障的，但随着人口数量增长、消费结构
不断升级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趋紧，粮食产需在今后相
当长的时期里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结构性矛盾也将
长期存在。面向未来，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仍有待进
一步巩固增强，保障粮食安全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粮食生产气可鼓不可泄，重农抓粮的劲头绝不能
放松。一方面，必须坚持大历史观，保持战略定力，强
化底线思维，确保粮食面积、产量不掉下来，供给、市场
不出问题，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提供坚实支撑和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必须适应城乡
居民消费需求从吃饱向吃好、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健康
转变，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调整
和优化生产结构，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和标准化生产，不只保数量，还要保多样、保质量，推动
粮食生产由“积累量”向“提升质”跨越。

农业稳，天下安。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粮食
安全的基础夯得更实，让压舱石的作用更加稳固，我们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底气就会更足。

（来源：《人民日报》）

我县作为农业大县、地域大县，始终高度重视粮
食生产工作，牢牢把握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坚
决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担当，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行动自觉抓好粮食安全工作。严格落实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目标任务和责任考核，确保我
县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
务会定期调度粮食生产工作；县分管领导多次召开
全县粮食生产工作会或调度会，部署春耕备耕、病虫
害防治等工作。印发《关于做好稳定粮食生产工作

的通知》，将粮食生产任务分解到乡镇，到村，到户，
到田块，进一步压实责任，尤其是重点抓好早稻生
产。县委农办每年组织多个督查组对各乡镇的早稻
生产、防止耕地抛荒、防止耕地“非粮化”“耕地非农
化”等工作情况开展督查，督查乡镇工作落实和完成
情况，确保完成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目标任务。按
照“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的总体要求，多措并举，
严格落实目标任务和督查考核机制，全力做好粮食
生产工作特别是早稻生产工作。

民以食为天，粮以土为本。我县人多地少，加之
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坚持把耕地
当成最为宝贵的资源，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好它”。

守住好耕地红线。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
要求，采取“长牙齿”的保护硬措施，把耕地保护作为
刚性指标实行严格考核、一票否决、终身追责，守住
耕地红线。强化耕地用途管制，防止耕地“非农化”
和“非粮化”，有效遏制增量，稳慎处置存量，有序引
导新发展林果业上山上坡，做到不与粮争地。

扩增种粮面积。积极开展抛荒复耕工作，从
2020年起，县财政安排资金，对复耕抛荒耕地的每亩
奖补200元，严格要求乡镇做到应种尽种、能种必种，
扩增种粮面积，保障粮食生产增产增收。为鼓励种
植双季稻，从 2020年起县财政安排资金对种植早稻
进行奖补，每亩早稻补贴260元。今年省里下达我县
粮食生产目标任务是粮食播种面积70.86万亩，粮食
总产26.2万吨，其中早稻种植面积9.3万亩。我县积
极谋划，认真部署，仅早稻种植面积就落实9.8万亩，

比去年增加8.9%，超额完成省里下达任务。
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我县是典型的山区农业

大县，耕地面积占比少，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大大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将农村的“望天田”
“冷浆田”变成“吨粮田”“高产田”，提升土地产出效
率，让百姓的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统筹抓好规划布局、选
好施工队伍、日常调度和后期管护等工作，取得优异
的成就，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连续三年获九江市第
一。2017-2021年，全县投入各类高标准农田建设资
金 4.59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19.98万亩，全面完成
省厅下达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同时坚持以解
决项目区基础设施短板为导向，集中资金对项目区
进行“田、土、水、路、电、技、管”结合配套，共在项目
区平整土地、坡改梯 16.53万亩，修建小型集雨设施
（拦水堰等）600余座，架设管道56000千米，修砌渠道
1290千米，修建机耕路1320千米，有效夯实了农业生
产发展基础。

1 强化党政同责 落实粮食种植任务

2 加强耕地保护 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3 加快科技推广 提升粮食生产效益

推广机械插秧推广机械插秧

普及抛秧技术普及抛秧技术

专家技术指导专家技术指导

试行飞机喷药试行飞机喷药

自动吸谷机自动吸谷机

稻田丰收稻田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