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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全国早稻生产数据显示，2018年
全国早稻产量为2859万吨，比
2017年 减 产 128万 吨 ，下 降
4.3%。但值得欣喜的是，每公顷
早稻产量5967公斤，比上年增
加157公斤，增长2.7%。

“今年早稻播种面积和产
量有所减少，这是主动调整种
植结构的结果，是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成果，
是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的表现。”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首席统计师
侯锐说。

早稻减产对粮食供给
影响十分有限

今年早稻产量下降，主要是
受播种面积减少的影响。数据
显示，今年早稻播种面积4791
千公顷，比上年减少 350千公
顷，下降6.8%。

侯锐分析，早稻播种面积
减少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农
民主动进行结构调整。由于
早稻单产低，品质较差，价格
也比中稻低，加之“双抢”劳动
强度大，导致农民种植早稻的
积极性不强，部分农户选择

“双季稻改单季稻”或“水田改
旱田”，改种大豆等作物。二
是早稻播种移栽期间，广东广
西降雨量比正常年景偏少，气
温偏高，灌溉条件偏差，插秧
用水不足，局部地区将早稻田
改为中稻或其他作物。三是
部分地区休耕轮作面积增加，
减少早稻种植。

早稻单产增加的主要原
因也有三方面：一是早稻育秧
移栽期间，除局部地区受旱用
水不足外，江南、华南大部地
区以晴为主，热量充足，无明
显低温阴雨和寡照天气，保证
了早稻育秧、移栽和苗期正常
生长对水分的需求，早稻个体
发育较好。二是拔节抽穗期
间，产区大部分时段温度适
宜、日照充足，温高雨少有利
于早稻晒田控蘖以及扬花授
粉，提高稻穗结实率。三是灌
浆收获期间，早稻产区晴天
多，大部时段光热正常，日照
充足，有利于早稻灌浆、成熟、
收割以及晾晒。

“由于早稻产量占全年粮食
产量比重较低，加之稻谷库存较
多，所以早稻产量下降对国家粮
食供给影响十分有限。”侯锐说。

农田水利条件明显改
善，奠定稳产高产基础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
要战略物资，保障全国人民的吃
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
大事。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
计师黄秉信认为，党中央依据农
业生产情况的新变化，提出了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
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
安全新战略，确立了“谷物基本
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国家粮
食安全新目标，持续加大对农业
生产的投入支持力度，不断改革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再上新台阶，取
得新突破，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
显著提高、物质基础更加雄厚。

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全国
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超过12000
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跃上新
台阶，201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超
过了470公斤。我国粮食安全
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农田水利条件明显改善，奠
定稳产高产基础。据第三次全
国农业普查结果，2016年末，全
国农村中能够正常使用的机电

井 659万 眼 ，较 2006年 增 长
8.2%；能够使用的灌溉用水塘和
水 库 349万 个 ，增 长 53.3%。
2016年全国有灌溉设施或水源、
正常气候下能灌溉耕地面积占
实际耕种耕地面积的55.2%。

农业科技进步加快，科技驱
动作用增强。2016年末，全国联
合收获机比2006年增长105.3%，
小麦机耕、机播和机收的比重分
别达到了94.5%、82.0%和92.2%。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17年我国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
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
盖，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达95%。

经济附加值较高的优质
农产品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我国
农业生产向提质增效转变。

随着我国粮食生产连续跨越
新台阶，我国粮食库存持续增加，
充裕的粮食库存有力保障了市场
供应和价格稳定，也是我国实现
粮食安全的坚实基础。但部分粮
食品种阶段性过剩、库存压力较
大，绿色、有机、安全等优质农产
品供应不足等问题应当重视。

“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
我国农业生产主要矛盾由总量
不足转化为结构性矛盾的重大
判断，在全国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质
量兴农战略，推动农业由增产
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向纵深迈进。”黄秉信
说，在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的同时，各地围绕市场需求变
化，加大市场短缺的农产品生
产，强筋、弱筋专用小麦、优质
稻和经济附加值较高的各类经
济作物和特色作物等优质农产
品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我国
主动调减非优势产区籽粒玉米
播种面积3800多万亩，增加大
豆种植面积2100多万亩，粮经
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结构正在加
快形成。

“尽管今年夏粮和早稻略有
减产，但从监测情况看，玉米长势
总体要好于上年，且有好的政策，
不断增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提高的农业科技水平，
不断推进的农业改革创新，我国
粮食生产仍将继续保持平稳健
康发展，粮食生产的基本面总体
良好。”黄秉信说。 （人民日报）

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早稻每公顷产量同比增2.7%

本报讯 柯南雁 记者冯文亮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农业局农业
技术推广站获悉，京郊多个农业
园区种植的迷迭香、百里香、香茅
草等20余种香草迎来盛开期，市
民到此既可以观赏花田景观，还
可以采摘茶饮食用，假期休闲游
又添了新选择。

随着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
的稳步发展，服务于大都市圈的
农业基本功能已经产生了深刻的
变化，从单纯的生产导向型向生
态、生活、生产、展示融合型转
变。作为西餐中主要调味料的香
草类植物逐渐受到人们的认识与
喜爱，其不但可以观赏与食用，还
可以开发出大量的加工产品和丰
富的农事体验活动，同时还作为
盆栽观赏点缀居室。2018年北京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立足种植业发
展与结构调整，着眼产业融合做
文章，从国内外引进了20余个香
草类作物品种，包括来自地中海
沿岸地区的迷迭香、百里香、鼠尾
草，还有来自东南亚地区的香茅
草、罗勒等，在本市5个园区示范
种植了近50亩。

房山区尚大沃联福农业园就
是5个园区之一。以前的果树种
植高手隗有泉，现在侍弄这些香
草类植物却成了新人。“拿宽叶迷
迭香来说，土壤既不能太干燥，又
不能太湿润，上个月连续十多天
降雨，对它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根
系全部被水泡烂了。幸亏有北京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专家杨林赶过
来支招，损失才降到最小。”

在进行品种引进试验的同

时，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也在产业
融合方面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与
多家农业园区合作开展了成系
列的香草类作物产品设计和文
创活动创意工作。同时以“园
区+农家院”的模式带动起部分
民俗院特色化提升，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
朱莉介绍：“香草类作物可观、可
采、可食、可茶饮，非常符合现代
型都市农业对于产业融合发展
的定位，能够很好地满足新形势
下大都市圈对农业新功能的需
求。我们也希望通过持续的研
究为北京引进和推广更多符合
市民朋友口味的新品种，为市民
京郊游提供更多休闲乐趣和科
普知识。”

本报讯 近日，有“中国
菜都”之称的山东寿光遭遇
洪灾，许多蔬菜大棚和肉猪
养殖场被毁坏。这几天，
在北京新发地市场，还出
现了山东菜贩从新发地进
菜回运的情况。有市民担
心，寿光洪灾，将对北京菜
价产生影响。

走访位于北京陶然亭
公园附近的菜市场发现，
确实有不少蔬菜的价格有
所上涨，平时卖10元/公斤
的小油菜，近日涨到了14
元/公斤。一位正在挑选
青菜的王阿姨告诉记者，
“最近蔬菜是涨价了，扁豆
原来一公斤六块多，现在
十二块多。茴香和菠菜也
都涨了。”

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统计数据显示，进
入8月份以来，北京蔬菜加
权平均价呈波动上行态
势。8月24日加权平均价
是2.14元/公斤，比8月1日
的 1.90 元/公 斤 上 涨
12.63%，比去年同期的2.02
元/公斤上涨5.94%。

除了蔬菜，记者注意
到，鸡蛋、肉类和根茎类的
涨幅都在正常范围内，水果
价格也比较平稳。新发地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

经理刘通表示，北京的蔬菜
价格近期出现波动，但寿光
水灾对菜价的影响有限，市
场整体平稳。

在上述菜市场卖菜的
李大哥告诉记者，“虽然很
多菜涨价了，但并不是山东
寿光水灾引起的，比如鸡
蛋，每年三伏天、中秋前这
段时间，鸡蛋的价格都会上
涨，属于正常现象。”

据了解，北京夏季蔬菜
的主要供应地是北京以北
的冷凉地区，所以山东及
江苏、安徽、河南等地虽然
受台风影响出现强降雨，
但对北京蔬菜供应的影响
并不大。

刘通表示，北京蔬菜价
格上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今年夏季冷凉地区蔬
菜播种时遭遇倒春寒，幼苗
出现冻伤现象。二是多地7
月份出现的长时间高温和
连续强降雨，一些蔬菜被雨
水浸泡后又被高温炙烤，出
现腐烂现象，造成产量下降
与供应偏紧，团生菜、菠菜、
大葱价格上涨就是这个原
因。香菜、小白菜等叶类蔬
菜属喜凉作物，高温环境下
很难生长，当前主要是天气
炎热引发产量下降，造成价
格上涨。

北京休闲农业又添新亮点
香草类作物产业发展向阳

北京菜价上涨有“他因”
冷凉地区幼苗冻伤等两大原因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