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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永红     陈晓斌

加强农业生产  保障粮食安全

湖
南省新化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总人

口 134 万，其中农业人口 118 万，是全

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常规水稻优质

良种繁育基地县、农作物种子基地县和粮食储

备基地县、湖南省玉米生产基地和双季稻田成

建制亩产过吨粮县。全县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170 万亩左右，粮食作物面积 130 万亩，其中水

稻面积近 80 万亩。

近年来，新化县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

积极实施“农业稳县”战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

主线，狠抓耕地抛荒整治和“单改双”，全面提

高服务水平，加大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应用推广

力度 ；不断优化环境，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狠抓农业项目申报和农业项目建设 ；严格执法，

着力强化安全监管，粮食生产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粮食产量连续跃过 9 亿斤和 10 亿斤两个台

阶。2009 年，实现农业增加值 29 亿元，较上年

增长 5.9%，全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2187 元，增

长 12.1%。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到 134.1 万亩，

比上年增加 5.2 万亩 ；全年粮食总产达 52.7 万

吨，比上年增加 3 万吨，其中玉米播种面积和产

量均居全省第一 ；以不足全省 1% 的耕地养活

了占全省 2% 的人口。

（一）落实政策，加大投入，提高农民种粮

积极性。从 2008 年开始，新化县从粮食奖励资

金中安排专项资金，在全县范围内对 50 名种粮

大户进行奖励，并授予“种粮能手”称号，农业

项目和农业资金优先安排给种粮能手，对连续

三年种粮面积超过 50 亩的种粮大户，予以申报

“农业劳模”。自 2009 年起，该县将种粮补贴、良

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性补贴资金按实

际种粮面积发放到农户，改变以前按承包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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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的做法，做到多种田多补贴、少种田少补

贴、不种田不补贴。鼓励土地有偿流转，鼓励代

耕代种，促进土地向种粮能手集中。加大财政对

粮食生产的投入力度，大力开展“粮食高产创建

活动”。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粮食生产的

奖励和高产示范片、新品种试验、新技术推广及

工作经费。2009 年，该县从中央粮食生产专项

奖励资金中切块 500 万元，专项用于粮食生产的

奖励和高产示范片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经费。投

入 120 万元购买早稻和玉米种子，全部免费发

放给县里确定的 10 个双季稻重点乡镇的核心示

范区。从水利、农业、农业综合开发等部门整合

资金 9500 万元，大力加强以农田水利、标准粮

田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

1200 万元，建设高标准粮田项目 2 个，项目涉及

白溪、圳上、西河、孟公 4 个乡镇 54 个村，受益

面积达 4 万亩，项目实施后每年可增产粮食 2400

吨以上，节本增收 460 万元左右。投入资金 600

万元的优质稻产业开发项目已全面完成，投资

300 万元的农产品检测项目正在实施之中。

（二）明确责任，强化考核，确保粮食生产

任务。该县实行粮食生产层层落实责任制，将粮

食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列入乡镇目标管理考核。

驻点乡镇的县级领导为指导乡镇粮食生产任务

的县级责任人，乡镇党政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

分管农业领导为直接责任人，乡镇农技站长为

生产技术服务直接责任人。县里与乡镇签订责

任状，乡镇与管区、村、组层层签订责任状，将

粮食生产任务分解到户。制定了粮食生产目标

管理考核办法，实行重奖重罚，拉大奖励差距，

加重处罚力度。建立粮食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制

度和粮食生产“一票否决”制，对未按要求完成

粮食生产各项指标任务的乡镇实行一票否决，

取消一切综合性评先评优资格。同时，设立粮食

生产目标管理单项奖，对粮食生产排名前 10 个

乡镇和 50 名种粮大户实行奖励。

（三）严厉整治，保护耕地，保证粮食生产

面积。新化县将遏制耕地抛荒作为粮食生产工

作的首要任务。村级组织建立了土地耕种登记

制度，建立耕种档案，全面掌握耕地种植与抛荒

情况 ；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户

如因打工等原因外出或不愿耕种承包土地的，

应自觉将土地委托亲戚朋友、邻居或村委会代

耕代种，并主动承担代耕代种费用。代耕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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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可以获得代为耕种土地的政策性

补贴资金、代耕代种补助，并收获所

种植的粮食。对不主动委托代种导致

耕地荒芜的，由土地发包单位按每亩

100—200 元收取代耕代种费用，并组

织人员及时耕种。对连续两年抛荒的

土地，原土地发包单位有权收回承包

权，另行发包耕种。为整治耕地抛荒，

该县提出了实现粮食生产目标的“五

个确保”，即 ：确保全县耕地抛荒面

积控制在 0.2% 以内，确保粮食复种

指数达到 180%，确保粮食总产量突

破 50 万吨，确保种粮大县的地位在全

省得到进一步巩固，确保全县粮食供

应安全。大力发展双季稻生产，坚决

遏制“双改单”现象。以粮食高产创

建活动为切入点，重点抓了万亩双季

稻高产示范片，2 个万亩中稻高产示

范片，2 个千亩超季稻高产示范片，

2 个优质杂交玉米高产示范片和 3 条

百里玉米走廊。同时，对圆满完成粮

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耕地抛荒面

积未超过 0.2%、未出现连片抛荒 5

亩以上现象的乡镇，给予奖励，对稻

田抛荒面积超过稻田总面积 0.5%、

连片抛荒 5 亩以上或不能完成粮食

生产任务的乡镇，进行处罚。通过采

取有效措施狠抓耕地抛荒整治、积

极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全县

粮食生产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同

时，通过积极引导，推广实行了土地

经营权有序流转，耕地向种田能手

集中，粮食生产的集约化水平显著

提高。 

（四）重视农艺，科技兴粮，积极

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新化县在发展

粮食生产上，始终坚持科技兴粮战略，

坚持农机农艺、良种良法相结合，大力

推广模式化栽培，发展科技生产增效

作用。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免耕直

播、水稻抛栽、旱土分厢间套栽培、机

耕机收、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等先进实

用技术。大力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

推广不同生态区域和种植规模的高产

典型，积极引进、筛选、示范、推广优

质高产多抗粮食作物新品种，良种覆

盖率达到 95% 以上，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得到全面提升。同时，该县每年都开

展农资打假集中整治行动，严厉打击

各种违法生产经营假劣农资和生产销

售使用禁限用农业投入品等违法行为，

确保农资市场稳定。为积极推广应用

农业新技术，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全县

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增强农业科

技支撑能力。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支撑

体系，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和服务平台。

加强粮食作物种子资源开发、新品种

选育、栽培技术集成、植保、加工与储

藏等领域的技术研究。通过开展形式

多样的科技培训工作，农民科技素质

普遍提高，加快了粮食生产技术的推

广应用。努力提高粮食品质，在优良品

种的选用上坚持按照适宜区种植，避

免了越区种植，加快了新品种的引进

和推广步伐，实现了区域内品种的统

一化、专用化和优良化。

（五）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在农业相对集中的基本

农田保护区，对基本农田进行田、林、

路、渠的科学规划，对废弃地进行复

垦整治，建成田面平整、格田成方、

绿化成行、灌排设施配套、地力水平

较高的高标准农田，解决了农村可耕

地高低不平、农田环境面貌零乱、农

田灌排系统不配套、抗灾能力降低、

机耕作业不方便等问题，提高了土地

产出率。狠抓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实

施灌排分工、渠系硬化、节水型灌溉，

结合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全面进行农

田水利建设，沟渠泵闸配套，建设旱

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片

区。进一步加强了中、小型水库的除

险加固和主要渠道的整理修复。

（六）培育龙头企业，加速农业产

业化发展。围绕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

通过培育龙头企业，不断提高服务水

平，加速了粮油产业化发展。紫秾特

色农林生物科技、新智文生物科技、

金竹红米专业合作社、东兴粮贸等粮

油生产加工企业都已初具规模，并有

各自的基地。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坚持抓龙头、抓大户、抓规模经营、抓

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有效促进

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搞活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 ：湖南省新化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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