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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县水稻生产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对策

华劲松
(西昌学院 四川西昌 6 15 60 0 )

摘 要
:品种更换慢

、

种子统供率低
、

化肥农药施用 不 合理
、

稻米商品 附加值低
、

缺乏龙头 企业是影响觅宁县水稻发

展的根本问题
,

针 对存在问题
,

发展无套害优质稻 生产是充分发挥 觅宁县地理
、

气候
、

区位优势
,

实现农业产业结构

调 整
,

提高县域经济水平的根本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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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
,

介于

东经 I O l o 3 )
`

至 10 2
0 2 6

` ,

北纬 2 8 0

0 5
`

至2 9 0 0 2
,

之间
,

幅

员面积 4
,

4 20 kn
i 2 ,

耕地 2万 h耐
,

人 口 31 万余人
,

常年

粮食总产量 13
.

5万 t
,

人均粮食 4 3 k5 g
,

是一农业大县
。

水稻是冕宁县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

其种植面积及产

量都 位居粮食作物首位
,

2 0 03 年水稻 种植面积 8
,

ZO Oh n 1 2 ,

总产 5
.

65 万 t
,

占大春粮食总产的59
.

2%
,

占全

年粮食总产的41
.

5%
。

冕宁县水稻种植历史悠久
,

水

稻种植分布面宽
,

高差悬殊 明显
,

海拔 1
,

5 00 一 2
,

O9 0 m均有栽培
,

水稻主产区安宁河流域
,

有稻 田 7
,

9 O0h n 1 2 ,

占水稻面积的 9 .6 %4
,

雅碧江峡谷有稻 田

3 o o hxn
, ,

占水稻面积的 .3 6%
,

耕作制度为稻一麦 (油 )

两熟
,

属川西南高原稻作区西凉高原一季稻亚区
。

耐肥
、

产量高
、

较难脱粒
、

米质好
、

出米率高
,

大面积

亩产达到了40 0一 5 60 掩
。

到2 00 3年水稻品种除少量梗

糯外
,

均为粳稻
,

品种以合系系列和楚粳系列为主
,

其中合系 22 一 2
、

合系 39 号
、

冕粳 14 7占水稻播种面积

的 7 5%
,

为典型的高原粳稻区
。

冕宁县是四川省唯一

的粳稻生产县
,

也是凉山州唯一的粮食调出县
,

按人

均年消费 15 o k g计算
,

每年可提供商品稻谷 1万 t
。

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

尤其是加人W T O 后
,

国际

农产品的竞争和挑战
,

人们对农产品的要求已 由过

去的数量型向量质并重型转变
,

农业生产由粗放型

向集约化方向发展
,

农业必须进人市场经济
,

形势迫

切要求提高水稻生产整体素质和效益
,

解决当前农

产品缺乏竞争力
,

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
。

1 水稻生产发展过程
冕宁县水稻品种资源丰富

,

根据 1 97 9年开展的

水稻品种资源普查
,

有水稻品种 63 个
,

分属釉
、

梗两

大类
,

粳稻35 个品种
,

釉稻28 个品种
。

从 19 50 年到现

在水稻 品种的更换和 良种引进推广可以分为 以釉

稻为主的水稻生产阶段和以粳稻为主的水稻生产

阶段
。

1
.

1 以粕稻为主的生产阶段

20 世纪60 年代以前
,

主要种植的是本地高原釉

稻
,

表现为高秆
、

不耐肥
、

易落粒
、

产量不高
、

出米率

低
,

产量很难突破 4
,

5 00 k留b l l 2 。

1
.

2 以粳稻为主的生产阶段

从 60 年代后期
,

开始引进和推广粳稻品种
,

它们

能充分地利用 自然和栽培中的有利条件
,

抵抗和减

轻不利因素的影响
,

因而适应性较好
,

表现为秆矮
、

2 水稻生产存在的问题
2

.

1 品种更新慢
,

缺少后备品种

目前生产上大面积使用的品种合系39 号
、

合系

22 一 2在生产上已使用近 10 年
,

冕梗 14 7时间长达 20

年
。

种子部门虽常年坚持开展新品种的引进和筛选

工作
,

但因所引品种多数表现差于对照
,

少数在试验

阶段表现高产抗病
,

而示范阶段即种性退化
,

不是产

量降低就是抗病力减弱 (如 K B g )
,

或是适宜种植范

围窄 (如凤稻 14 )
,

或是品质差
,

商品性弱 (如楚粳 17

号
、

合系41 号等 )
,

最终导致近几年无新品种进人大

面积推广阶段
,

更无储备品种
。

2
.

2 种子统供率极低

由于是常规稻品种
,

7 0% 以上的生产用种均为

农户自留种
,

26 %左右的农户采取相互串换
,

仅有 4%

的用种是到种子门市购买
。

购一次种或串换一次种

收稿 日期
:
2 (刃 4一04

一
0 7

本文得到蔡光泽教授的悉心 指导
,

在 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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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自己会连续种 3一 5年
,

一是农户认为可节省种子

钱
,

二是 田间表现眼观差别不大
,

农 民又无称重折

产 的习惯
,

三是 大部分农户对 良种认识不足
,

配套

技术跟不上
,

良种优势未充分发挥出来
。

种子部 门

虽然对种子进行了精选和小袋包装
,

也尝试 了种子

包衣
,

但由于投人不足
,

宣传
、

培训和示范工作未跟

上
,

农户基本未接受
,

目前水稻种子统供率仅为2%
。

2乃 种植技术不规范

在肥料施用上
,

化肥施用量逐渐增加
,

有机肥

用量在降低
,

化肥中又偏施 氮肥
,

轻施磷
、

钾肥
,

N
、

P
、

K
、

微肥比例失调
,

其结果常造成植株嫩
、

旺
、

易倒

伏
,

诱发病虫害严重发生
,

进而又盲 目加大用药量
,

致使部分稻谷农药残留量超标
,

影响稻米的内在 品

质
、

外观质量和产量
,

严重影响到冕宁县已取得 的

无公害优质稻品牌
。

.2 4 稻谷精加工少
,

商品附加值低

冕宁县农民的生产意识还停留在 自给 自足 的

观念上
,

很少 主动寻找市场
,

生产出的稻谷作为 口

粮
,

存于各家 囤中
,

只是在经济拮据或有买 主上 门

时才进人市场成为商品
,

且稻米加工只局限在散布

各乡集镇的家庭小型碾米机
,

未进行分级
、

精选
、

包

装等精加工
,

市场零散
,

多为小商小贩经营
,

稻米价

格低
,

商品率也低
,

优质稻未能得到开发利用
,

体现

不出优质优价
,

农民也不愿意出售优质稻谷
。

.2 5 缺少龙头企业
,

农业产业化模式单一

县 内缺少实力雄厚的高标准精米加工企业
,

仅

在沪沽镇有一个小型加工厂
,

且设备陈旧
、

技术不

高
,

年加工量小
,

无法带动全县的优质米生产
。

县内

也无稻米销售 的中介组织
,

农 民的观念尚未更新
,

市场经济意识差
,

品牌意识差
,

对资源优势认识不

足
,

缺乏龙头企业来进行有效地组织
、

引导和扶持
,

不利于产业化发展
。

县内农业产业化模式单一
,

主

要为
“

专业组织 + 农户
” ,

而 目前这个
“ 十 ”

的含义仍处

在企业与农户之间简单的买卖关系上
,

农户并没有

融人公 司
,

仍保 留着独立经营
、

分散经营
,

造成
“

订

单农业
”

履约率低
、

效益不高
。

3 冕宁县水稻生产发展的方向及对策
3

.

1 水稻生产的发展方向

优质粳稻是冕宁县的优势农产品
,

具有得天独

厚的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
。

目前冕宁县水稻种植面

积8
,

20 0 h n 1 2 ,

其中国标二级以上品种 7
,

66 h0 m
2 ,

由于

未形成产业链
,

优质稻商品率低
,

随着加入世 贸组

织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市场对稻谷的无公害化

要求加剧
。

冕宁县应积极开展优质稻无公害化生产

基地建设
,

以做强做大优质稻产业
,

提高优势农产品

质量和竞争力
,

通过区域布局调整
,

优化资源配置
,

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
,

加快形成优势产区和产业带
;

通过产品结构调整
,

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

加快实现农产品由产量型向质量型
、

专用型和高附

加值型发展 ; 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

加快发展农产

品加工业
,

大幅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

3 2 发展无公害优质稻的优势和潜力

.3 .2 1 独特的地理优势

冕宁县地处安宁河源头
,

具有优质稻米生产所

要求的优 良的自然环境条件
,

一是水源丰富且洁净

无污染
,

水质好
,

矿物质含量高
,

生产出的优质稻米

油润卫生
; 二是高海拔有利于稻米碾米品质和外观

品质的提高
。

.3 .2 2 气候资源优势

冕宁县兼有亚热带季风气候和高原气候的特

点
,

光照充足
、

雨量充沛
,

雨
、

热
、

稻同季
,

干湿季节明

显
,

年较差小
,

日较差大
,

年 日照 2 0 8 8 h4
,

年太阳辐

射总量为 1 19
.

8千卡 / C M
Z ,

年平均气温 1.3 8℃
,

最热

月 (7月 )平均气温2 0
.

8℃
,

最冷月 ( 1月 )气温 5
.

8℃
,

无

霜期 2 3 5 d
,

〕 0℃年积温4
,

8 67
.

3一 5
,

0 7 2
.

5℃
,

降雨量

1
,

10 5

~
,

其中86 %的雨量集中在 5一 10 月
。

这种气候

特征
,

有利于优质粳稻的生长发育
,

特别是昼夜温差

大
,

雨
、

热
、

稻同步
,

有利于梗稻有机物 的合成和积

累
,

单位面积辐射量大
,

紫外线强
,

使稻作生长期长
,

病虫危害较轻
,

利于干物质积累
,

提高产量
,

优化稻

米品质

.3 .2 3 品种资源优势

随着水稻育种及栽培技术的进步
,

冕宁县已引

进一批优质高产的优质稻新品种
,

为优质稻的开发

奠定了基础
。

现在大面积生产上所用的品种合系39

号为部颁标准一级优质粳 米
,

合系 22 一 2是 云南省优

质米
,

冕梗 147 也获得了四川省
“

稻香杯
”

金奖
。

冕宁

县精米加工厂注册生产的
“

冕粳牌
”

大米也在
“ 2 0 02

四川中国西部农业博览会
”

上被评为名优农产品
。

而

且
,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总结
,

农业部门已掌握了一套

完整系统的优质
、

高产
、

高效配套技术
,

为水稻生产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提供 了强大的技术保障
。

3
.

.2 4 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

近几年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
,

已对县内近

6
,

6 6 7 ll n 1 2

的下湿 田和中低产田土进行了改造
,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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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田
、

沟
、

路
、

渠
,

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

提高

了土地集约化经营程度
。

.3 .2 5 较好的 区位优势

县境内稻谷主产区公路通畅
,

交通便利
,

10 8国

道纵穿县境
,

成昆线在县 内有三个站台
,

雅攀高速

路正在修建中
,

这些将冕宁县 与昆明
、

成都
、

攀枝

花
、

西 昌等大中城市距离拉近
,

生产 出的优质米只

要价格合理
,

可抢先上市
,

有巨 大的市场潜力
。

.3 .2 6 已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经验

20 03 年 建 立 优质 无 公 害水 稻 生 产 基 地 1
,

2 3 31m 1 2 ,

种植品种为国标二级以上品种
,

共生产优质

稻谷 9
,

3 24 t
,

其中企业
“

订单
”

生产稻谷 50 00 t
,

收购价

高于普通稻谷 1 5%一20 %
,

生产基地亩增收 18 0元
,

人

均增收64
.

50 元
,

总增产值 336 7 万元
。

冕宁县精米加

工厂注册的
“

冕梗
”

商标已享誉成都
、

重庆
、

攀枝花
、

昆明等地
,

深受消费者的好评
,

具有很大的潜在市

场
。

.3 3 发展无公害优质稻的措施

.3 .3 1 加强新品种的 引进
、

筛选和优 良品种的提 纯

复壮

为发展无公害优质稻生产
,

应坚持将优质放在

品种选育
、

引进和筛选的首位
,

扩大引种范围
,

加强

技术力量和引种试验力度
,

试验和区域示范同步以

缩短筛选时间
,

充分利用优质高产抗病品种的
“

青

春期
” 。

在人 口不断增加和耕地逐渐减少的情况下
,

要求社会稻米的生产总量不得因品质提高而有所

下降
,

以保证粮食总量的供给平衡
,

维护社会稳定
,

可考虑引人优质杂交粳稻来兼顾产量和质量
,

使常

规优质粳稻和杂交优质粳稻并举
。

方法上可采取
“

双快交叉试验
” ,

即种子部门在全面掌握发展动态

信息后
,

根据本区域的特点
“

联姻
”

适宜的育种单位

和育种人
,

结成共同的联合体
,

优先获得品种定名

前苗头品系的观察
、

试种权
,

超前进行 以当地 当家

品种作对照的品种 (系 )比较试验
,

筛选出适宜本地

种植的高产高效抗逆的最佳品种 (系 )
,

并在进行不

同年度间的重复比较的同时对其进行传统型与探

索型的丰产种植示范
,

以便迅速研究出优质高产配

套技术
,

获得缩短 引进时间和首效利润的双重好

处
。

.3 .3 2 增加种子科技含量
,

提高种子统供率

良种是农业先进技术的载体
,

实现良种的统繁

统供是充分发挥 良种优势
,

增强品种抗性
,

提高品

质和产量的最佳途径
,

要提高种子统供率
,

就必须

增加种子的科技含量
,

使其质量明显优于农户的自

留种
。

途径一是调人良种
,

二是 自己繁育种子
。

自繁

种应注意
:

( l) 选择好 良种繁育基地
,

加强 良繁基地

建设
,

( 2) 规范良种繁育程序
,

建立原原种田
,

原种田

和生产用种 田的良种生产流程
,

采用种子繁殖技术
,

开展提纯复壮工作 ; ( 3 )加强种子检验工作
,

严防生

物学混杂和机械混杂 ; ( 4) 进行种子精选
、

分级
、

包装

和标牌销售 ; ( 5 )加强管理
,

提高制种技术和责任心
。

.3 .3 3 大力推广无公害优质稻生产技术

按照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标准
,

生产优质稻米
,

技

术上根据水稻对养分的需求
,

在增施有机肥的基础

上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

减少化肥尤其是氮素化

肥的施用
,

禁止使用含硝态氮的肥料作追肥 ; 推广多

孽壮秧
,

旱育稀植技术
,

发挥水稻 自身的增产潜力和

抗逆力 ;加强病虫害预测预报
,

优先进行农业防治
、

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
,

科学应用化学防治
,

实行挑

治
,

改过去大剂量
、

多次施药为小剂量施药
,

禁止使

用高毒高残 留农药
,

推广生物农药
,

确保稻谷品质
。

在推广上充分发挥农技推广网络体系的作用
,

抓好

示范片
,

以点带面
,

利用多种宣传工具
,

采用喜闻乐

见的方式
,

使无公害优质稻生产技术深入人心
,

自觉

采用
。

.3 .3 4 改进技术和设备
,

实行标准化加工

要高标准选用与生产优质米相配套的收获
、

干

燥
、

贮藏技术和加工机械及工艺流程
,

搞好加工场所

的卫生和安全
,

更新陈旧设备
,

引进先进设备和技

术
,

提高精米的精度和质量加工
,

操作人员持健康证

上岗
,

实行无污染操作
,

禁止使用人工色素
,

严禁与

其它物品混装混贮
,

采用无毒包装袋进行包装
。

这样

才能提高优质稻米的商品性
,

增强市场竞争力
。

.3 .3 5 培植龙头企业
,

树立名牌意识
,

走产业化道路

在发展优质稻的同时
,

重点开发
“

无公害优质

稻
”

的生产与加工
,

加快建设高产
、

优质
、

低耗
、

高效
、

安全和规模大的优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和加工

企业
,

扶持和培育一批优质稻加工和营销的龙头企

业
,

以第三届
“

稻香杯
”

优质米评选为契机
,

再掀优质

米开发高潮
,

依托西昌攀星集团米业公司
、

川粮米

业
、

冕宁精米加工厂建立订单生产基地
,

提供高档商

品稻谷
,

创全国知名品牌和省优品牌
。

创建
“

公司 +

基地 + 农户
”

的产业模式
,

将种植
、

收贮
、

加工
、

销售

等环节相接
,

使他们
“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

利益紧

密相连
,

成为
“

利益共享
,

风险共担
”

的经济共同体
,

真正走上无公害优质稻米产业化道路
,

以提高农业



第 2期 华劲松
:
觅 宁县水稻生产存在 的 问题及其发展对策

比较效益和综合效益
,

增加农民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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