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要丰收，种子是关键。今

年，市农业农村局积极为农解忧，提

前准备早稻种子，为我市早稻种植面

积稳步增加奠定了基础。“正常年份，

我市早稻种子自备量达 70%左右，

市场供给 30%。但去年遇到不利天

气，早稻播种后出现烂苗等情况，需

要重新播种，加之季节推迟产量下降

等，造成稻谷质量下降，自留种子减

少。”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胡

长安告诉记者，考虑到实际情况后，

农技部门 2 月份就及时向上级部门

申请动用早稻救灾储备种子。

据悉，我市在芝英桥里和石柱姚

塘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全年引

进水稻新品种 30 个以上，推广种植

中早 39、甬优 15、甬优 7860 等水稻

绿色主导品种面积 8 万亩以上，主导

品种占比达98%以上。近年来，经过

精心筛选，我市鼓励农户选种中早

39、甬籼15等早稻品种。

我市农技部门从去年 12 月开

始，走村入户开展调研，及时了解情

况后向上级申请为民解忧。为此，经

过省、金华市、市级三级筹集，我市共

准备了 17 万公斤储备种子，包括中

早39等品种，满足种粮户需要。

“今年我市粮食储备种子价格明

显低于市场价。”市兴合农资有限公

司石柱民生路农资部负责人李芬芳

告诉记者，去年雨水多，早稻质量下

降，自留种子减少，这是造成农户自

备种子紧缺的原因之一。市里有关

部门分别在芝英、石柱、花街、象珠的

粮食收储所分片有序发放种子，为确

保早稻种植面积做好基础性工作。

李芬芳经营农资店，丈夫池振学

是杨溪稻米生产专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之一。一家人努力为合作社 100

多户社员做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为他们团购农资、提供机插服务、加

工稻谷包装上市等。今年，她家种植

早稻60多亩。我市在田间举办粮食生产实用技术培训。

部门：提前准备17万公斤储备种子

今年，我市全力做好粮食生产

“保供增产”工作，把春季田间管理作

为当前农业生产主要的工作，统筹推

进春耕备耕。根据初步统计，目前全

市储备化肥 2700 吨、农药 100 吨、杂

交水稻种子4万公斤。

“种粮政策给力、部门服务贴心，

还有种粮能手的帮扶，我才敢尝试种

植早稻。”前仓镇荆州村种粮大户吴

春兰告诉记者，她家种粮 10 多年，今

年首次种早稻，现流转土地 300 多

亩，准备种早稻70多亩。

吴春兰虽种粮多年，但一直未种

过早稻。在她看来，种好早稻难度

大，不仅要克服育秧时不利天气的影

响，还要及时抢收、抢种连作晚稻，劳

力紧张、农机具故障等情况都将打乱

种植计划，影响全年收成。

“农户种植早稻困难相对多一

些。他们不仅要有过硬的种植技术，

需备齐农机具，还要克服我市缺水因

素的影响。”胡长安告诉记者，早稻选

种很重要，农户应尽量选择耐肥、矮

秆、抗倒、穗型大、苗期耐寒性强、生

育期适中的早中熟高产优质品种，同

时要做好选地和整地、播种、科学田

间管理等环节。

目前，为进一步提高农技人员、种

粮大户的科学种粮水平，市农业农村

局组织召开了有关会议。会上，相关

人员详细介绍了早稻育秧技术、早稻

直播种植技术、粮食生产政策等。市

气象局技术人员强调要及时关注天气

变化，加强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

“听了农技员的讲解，我对种好

早稻有了信心。经验丰富的种粮大

户帮忙早稻种子催芽，田间管理我跟

着学，平时还可以随时咨询农技专

家。”吴春兰告诉记者。

种好早稻是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的关键。“我们鼓励农户机插，这既可

节省种子，还能将生育期提前，有利

于连作晚稻丰收。”胡长安告诉记者，

“机插每亩需 8 斤—10斤种子，直播

每亩需 14 斤种子。从目前情况看，

我市农户普遍采用直播种植早稻，省

工、省力、省本、省秧田，又能稳定高

产，操作简单易学，适合劳动力紧张

的需要，但要防草害、防倒伏。胡长安现场讲解早稻种植技术。

农户：政策给力技术支撑，对种好早稻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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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给力技术支撑让早稻不再难种
今年我市早稻种植面积达2.8万亩创下新高

今 年 全 市 早
稻 种 植 面 积 预 计
达 2.8 万亩，比去
年增加 2600 亩，
创 下 新 高 。 我 市
种 粮 大 户 早 稻 种
植 积 极 性 是 如 何
激发出来的？

近日，记者走
进 田 间 地 头 作 了
采访。

财政：拨付1000万元
奖励农户种植早稻

芝英镇桥里粮食生产功能区，一大

片已平整的田里，一只只育秧盆有序排

放，用于日后机器插秧。

“我今年准备种200亩早稻，大部分

采用机插。用这种方式种植的早稻生

育期提前，有助于连作晚稻取得好收

成。”种粮大户胡志告诉记者。今年他

家早稻面积比去年增加约 30%，这与政

府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力度加大、农机现

代化普及密切相关。胡志今年承包800

余亩耕地，总复种面积 1000 余亩，预计

年产粮食500多吨。

今年，前仓镇荆州村种粮大户李维

哲种植了100多亩早稻。“多种早稻是扩

大粮食复种面积的重要途径之一。”李

维哲告诉记者，土地轮作有助于农作物

生长，加上市里鼓励种植早稻，今年他

将恢复早稻种植。

春节后，李维哲就忙着翻耕平整土

地，3 月中旬开始晒早稻种子，再用盐水

选种，剔除病粒、秕粒后，进行药剂浸种

消毒处理，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进行

保温保湿催芽，3 月 23 日开始播种。“今

年，我种植的早稻品种主要是‘中早

39’，共催芽 2600 多斤，还帮其他种粮

大户催芽 1000 多斤。”李维哲告诉记

者。

今年我市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

扶持的力度：早稻种植面积 50 亩（含）

以上的，补贴标准从去年每亩 200 元提

高到 300 元；延续粮食生产功能区激励

政策，对在抛荒闲置地上种上早稻的镇

（街道、区），每亩奖励 500 元。一系列

惠农政策落地，有效激发了我市农民种

早稻的积极性。今年，我市早稻播种面

积预计达 2.8 万亩，比去年增加 2600

亩。

“去年，对种植早稻 50 亩以上的规

模大户直接补贴就达 500 多万元，今

年 这 项 奖 励 资 金 预 计 达 800 万 元 以

上，再加上粮食烘干补贴、早稻收购补

贴等其他奖励，估计仅奖励早稻种植

这项，市财政将拨付 1000 多万元。”市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胡新春告诉

记者。

□融媒记者 秦艳华 杨成栋
我市农户正在覆盖薄膜，为早稻秧苗做好保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