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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宣县通挽镇大团村
1000亩连片水稻喜获丰收。

▲来宾市武宣县三里镇
慕古村正在收割晚稻。

▲

南宁市宾阳县武陵镇马
王村1200亩连片水稻高产攻关
示范片喜获丰收。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
年，广西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
委、政府关于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围绕粮食生产目标任务，通过高位推动、政策激励
和高产攻关等重大举措，扎实抓好粮食生产各项工作，全年粮食
实现增产丰收。据国家统计局公告，2023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4252.05 万亩，同比增 8.1 万亩，增加 0.19%，完成目标任务的
100.41%；总产 1395.40万吨，同比增 2.25万吨，增加 0.16%，完成
目标任务的101.82%，连续四年实现粮食面积、产量增长。

强化组织推动，压实粮食安全党政责任

今年广西继续以“两办”名义印发抓好粮食生产工作通知，
明确任务清单，层层分解粮食生产任务，压实属地党政责任。自
治区层面召开粮油生产工作会议19次，部署做好春耕备耕、“双
抢”“三秋”及冬种等粮食生产重点工作。各地积极抓好落实，钦
州市 2月初分别在灵山县和钦南区召开春耕生产现场会，玉林
市委、市政府牵头打造水稻制种示范带、水稻轮作示范带。同时
强化督促考核，把粮食生产完成情况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
核、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落实广西农业农村厅领导联系
服务设区市抓粮食生产工作机制，实行粮食生产周调度和“双
抢”日调度，定期通报各市粮食生产进度，营造赶超氛围。桂林
市平乐县实行粮食生产“一月一调研”“一月一调度”，量化考核
并通报排名。

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积极推进耕地保护与利用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10月底，今年全区已完成
新建高标准农田110.4万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改造提
升高标准农田25万亩，为粮食增产丰收奠定更好的基础。合浦
县通过“高标准农田+粮食产业基地”模式，建成35个产业基地，
健全从粮食育种到深加工再到“互联网+”的全产业链模式。

——强化耕地质量提升。出台 2023年耕地质量监测工作
实施方案，今年新建监测点 6个，全区已布设监测点 694个。全
面开展土壤普查工作，目前共采表层样7378个。着力实施秸秆
还田、冬种绿肥等措施，培肥耕地地力，指导金城江区申报并获
批国家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项目。

实施“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科技装备协同增效发展

——加快良种推广。大力推广“桂字号”粮食优良品种，“野
香优莉丝”“昌两优 8号”入选农业农村部 2023年主导品种。钦
北区推广早稻品种“特优 1168”，核心示范片平均亩产达 514.61
公斤，同比增120.45公斤，辐射带动增产效果明显。

——加快良法普及应用。重点抓好水稻工厂化育秧、水气
平衡及玉米“一增三改”、地膜覆盖等高产栽培技术推广。今年
全区完成早稻工厂化育秧 492.88万平方米、可插大田 32.38万
亩，同比分别增399.88万平方米、18.35万亩；推广春玉米免耕栽
培 132.15万亩。桂林市建立 100亩以上核心示范片 50个，辐射
带动高产水稻种植14万亩，水稻高产攻关效果显著。

——强化良机配套。围绕水稻工厂化集中育秧、机械化移
栽、机收减损、无人机飞防飞喷等重点工作，组织开展百万农机
闹春耕、促“双抢”活动。今年水稻机收损失现场监测调查，全
区早稻平均机收损失率 2.04%，同比减损 0.8%。平南县投资建
设南部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全年可为20万亩水稻生产提供全
程机械化服务，为10万亩水稻生产的稻谷提供烘干服务。

坚持项目引领，集中力量主攻单产提升

继续实施广西水稻玉米高产攻关行动和粮油等主要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重点依托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水稻高产攻关
示范片创建、秋粮“一喷多促”和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等项目实
施，集中资源、集约项目、加大投入，形成推进粮油大面积单产提
升的工作合力。落实8910万元实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在
全区18个县（市、区）开展国家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示范，整建制
推进桂平市、田阳区、兴宾区 3个玉米国家级重点县和靖西市、
都安县 2个大豆国家级重点县的单产提升工作；争取中央和自
治区 7783 万元资金，支持粮食生产重点县建设水稻工厂化育
秧基地，着力突破水稻机械化育插秧薄弱环节瓶颈问题，提升
全区水稻机械化作业水平；调剂中央稻谷生产补贴资金 4000
万元，在全区 62个县（市、区）开展水稻高产攻关示范片创建；
落实 7200万元，奖补单产提升效果明显的粮油规模种植主体；
首次安排 9000 万元自治区财政资金，在全区 98 个县（市、区）
大面积实施晚稻、玉米中后期“一喷多促”和水稻重大病虫害
统防统治面积近 350万亩，辐射带动广大农民深入开展秋粮中
后期“一喷多促”等田间管理，促进项目区实现水稻玉米单产增
加5％左右。

大力打造高产攻关示范样板，强化集成示范推广

开展主导品种、主推技术试验示范，组织各级农业技术人员
开展“揭榜挂帅”领办示范片和高产竞赛活动，总结推广一批创高
产的综合性解决方案。自治区组织5个专家组开展包市巡回服
务指导，5个厅属技术单位牵头包干，打造高产攻关示范样板，以
点带面推动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今年全区已建成100亩以上
集中连片的水稻和玉米高产攻关示范片 2377 个，示范片面积
116.79万亩。全区“揭榜挂帅”已领办示范片573个，面积26.43万
亩，参加“揭榜”1068人次，成效显著。钦州市早稻实割实收测
产 81块高产攻关示范样板田，平均亩产 523.5公斤。灵山县今
年晚稻开展水稻高产攻关系列行动，组织石塘等 5个镇的农民

参加“擂台赛”，最高亩产 647.4公斤，平均亩
产556.3公斤。都安县集成组装“大豆种子包
衣＋营养调控＋病虫草精准施药”技术模式，
示范区实现“两提高两减少一增产”（病虫害
防御率、大豆出苗率提高，大豆用种量、农药用量减少，单产增
产），较当地大豆平均亩产增产20%以上。

强化粮食生产扶持，调动地方抓粮和农民种
粮积极性

——认真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惠农资金。每月调度涉粮项目
资金支出进度，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与自治区财政厅联合通报种粮
补贴和重点项目实施进度，督促各地加快资金拨付。今年以来，
全区累计下达各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稻谷目标价格补贴、双季
稻补贴等强农惠农财政资金共59.81亿元。钟山县建章立制，实
行稳粮资金闭环管理，今年钟山县涉粮资金总体拨付进度达99%
以上。

——优化粮食生产激励政策。修订自治区粮食生产激励办
法，落实激励资金1.3亿元，对2022年度粮食生产成效突出的51
个县（市、区）进行激励。各地也积极开展粮食奖补，南宁市对种
植 20亩以上的粮油生产者进行奖补，2020-2023年实际补贴资
金分别为 1092万元、1200万元、1876万元和 2015万元，惠及全
市粮油规模生产主体2000余户。

加强农业气象灾害应对和病虫害防控，减少
因灾损失

——做好农业灾害天气应对。加强部门会商协作，自
治区农业农村厅与水利、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开展防汛抗
旱工作调研，联合制定统筹调度水资源等 8 条措施。台风

“泰利”来临前，派出 7 个工作组紧急赶赴可能受影响的 7 个

市开展督导，指导各地在台
风 到 来 前 完 成 早 稻 抢 收 。
10 月 7 日起桂北、桂中局部
地区首次出现持续 3-4 天的
寒露风天气，时间比常年偏晚，多数晚稻
已安全齐穗，各地组织开展晚稻“一喷多促”，强化
水肥管理，未影响晚稻生长发育。积极向国家申
请农业救灾资金，已获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支持 1830 万元，
并下达各地开展抗灾服务。发挥粮油创新团队、科技特派
员作用，组织应急突击队分赴受灾地区开展服务指导。钦
北区大寺镇屯强村的种粮大户黄建珠，在农技人员指导下
应用防寒育秧技术，实现早播种培育壮秧。

——落实“虫口夺粮”促丰收行动。及时发布农作物病
虫情报，积极建设农作物生物防治技术示范区及病虫害绿色
防控集成示范区，获农业农村部 6380 万元支持用于病虫害防
控。今年以来，全区累计防治水稻“三虫两病”（稻飞虱、稻纵
卷叶螟、三化螟、稻瘟病、纹枯病）等主要病虫害面积 3686.7
万亩（次），防控处置率达 103%；防治玉米草地贪夜蛾面积
316.1 万亩（次），防控处置率 124%；全区未出现大面积连片成
灾现象。

本版文图均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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