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夏”时节，对石家庄市栾城区
绿农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
国强来说，“忙并快乐着”。

“虽然忙点儿，但我心里特别高
兴。”刘国强说，现在扶持粮食生产
的政策多，各级农技专家也特别给
力，通过多次指导，2022年小麦获得
大丰收。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河北作为
粮食主产省，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大政治任务。河北省委、省政
府坚持把保粮食安全作为保国家安
全、保经济安全、保社会安全的重要
举措，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耕地保护工作，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河北贡献。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
实现夏粮丰收对于稳定全年粮食产
量、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至关重
要。回首过去几个月，这场夏粮丰收
保卫战打得极为艰辛，面临的压力前
所未有，主要原因是2021年一场罕
见秋汛，造成河北省2548.8万亩小麦
晚播，占比76.1%。

在环环相扣的小麦生产中，耽
误一天就可能影响一季。2021年秋
天，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部分小
麦播种期推迟10多天，有的甚至晚
播超过30天，直接导致2022年小麦
苗情近30年来最差，夺丰收面临空
前挑战。

小麦晚播，还会加大用种量、施
肥量，这两项成本的增加，再加上农
资本身价格上涨，对种植大户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面积是丰收的基础。为了稳定
冬小麦播种面积，河北将粮食面积、
产量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乡
村、落实到地块，压实各级党委政府
责任，出台超常规支持措施，组织各
地抢抓“播种窗口期”，足额完成小麦
播种任务。

有了面积，种好地还得靠农民的
积极性。2022年冬小麦的整个生长
期，几乎各个关键农时都有利好政
策，释放了积极信号，让农户吃下了
“定心丸”。

为应对农资市场价格上涨形势，
中央财政分两批下达河北实际种粮农
民一次性补贴16.04亿元，缓解农资价
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增支影响，稳定农
民收入，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

“一喷三防”是小麦生长中后期
关键的防灾增产技术措施。2022年
4月，面对小麦主产区较为复杂的苗
情长势，中央财政在时隔7年之后，
恢复“一喷三防”补贴政策，安排16
亿元用于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

资金下达后，河北统筹中央财政
4亿元、省级财政1.5亿元，对主产区
小麦进行了免费统防统治和“一喷三
防”，全力推动小麦“促弱转壮”。

“从秋汛开始，夏粮生产就开始
了闯关之路，丰收正是共同努力的结
果。”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春季田间管理、返青期精准指
导、农资补贴、病虫害防控……在每
个关键节点，超常超强的举措、力度
空前的政策和科学有效的技术，为夏
粮丰收争取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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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手 中 有
粮 ，心 中 不
慌。近日从
河北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
2022年 ，河
北省夏粮喜
获丰收，夏粮
播 种 面 积

3407.5
万亩，平均亩

产436.24
公斤，总产量

1486.5
万吨。

越是面对
风险挑战，越
要稳住农业，
越要确保粮
食和重要农
副 食 品 安
全。河北克
服2021年秋
汛小麦晚播、
农资价格上
涨、新冠肺炎
疫情等诸多
挑战，夏粮丰
收来之不易。

关键节点成功闯关
为夏粮丰收争取了主动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撑起粮食丰收底气

回顾2022年小麦生产历程，有
一场硬仗可以说是产量争夺战的
关键。这就是2022年小麦苗情管
理上的“促弱转壮”。

往年越冬前，新生的麦苗已经
绿油油盖住地面了，但2021年有的
地里麦苗还没长出来，捂在土里
了，有的长出来也细弱得像根针，
被称为“土里捂”“一根针”。据统
计，当时河北省出现123万亩越冬
前未出苗的“土里捂”麦田。

“那时候，可是愁坏了。”一些
种了多年庄稼的“老把式”忧心如
焚，他们知道，没有好办法的话，后
期很可能绝收。

苗情差，怎么保收成？河北启
动了“科技壮苗”百日会战系列行
动，动员河北省1.6万名农技人员、
1000多名科技专家，组成粮食生产
科技专员队伍，走向小麦田间一
线，面对面、手把手向农民传授小
麦田间管理技术，聚焦晚播麦生产
关键环节和主要技术问题，抢抓农
时，挂图作战，分区域、分类别出台
管理方案，精准制定技术意见，全

力推动晚播小麦“促弱转壮，早发
稳长”。

技术加持外，丰收的奥秘也在
农田里。河北梅颂园农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论洪赤说，公司
将土地改造为适宜粮食种植的绿
色高产农田，不仅便于大型农机耕
作，还用上浅埋滴灌技术，省水省
肥省工，水肥一体化能让肥料直接
灌溉到麦苗根部，减少肥料挥发，
促进小麦苗壮根强，增加产量。

“小麦丰收到手，玉米仍采用
浅埋滴灌方式灌溉，每亩可节水60
立方米。”论洪赤补充道。

“有肥无水望天哭，有水无肥
一半谷”，不论是在前期晚播弱苗
促弱转壮，还是灌浆期防“干热风”
保夏粮丰收，水肥科学运筹对小麦
增产的作用一次次凸显，通过水肥
一体化技术巧施肥水，有效实现了
增穗数、提粒重，成为夏粮丰收的
关键密码。

扛稳粮食安全担子，就决不
能在耕地问题上出现闪失。为
此，河北采取“长牙齿”的措施，落

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
保护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基本农田“非粮化”，打造与
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
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节水增粮
能力显著增强。

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小麦种子，
也成为丰收的关键因素。

邯郸大名县石家寨村两块麦
田实打实收，亩产861.35公斤；亩
产863.76公斤！河北小麦亩产历
史新高在邢台市南和区阎里村
诞生；

……
沿着收割线，从南到北，小麦

增产捷报频传。
近年来，河北围绕小麦产业，

强化新品种选育，有效促进了优质
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培育出
师栾02-1、藁优2018、冀麦765等
一批品质性状优良、产量高、适应
性强的强筋小麦品种，以及马兰1
号、衡麦30等节水高产小麦品种，
小麦品种的更新换代为夏粮丰收
奠定了坚实基础。

继续抓好秋粮生产 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炎炎夏日，在邢台市南和区金
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阎里村
种植基地，麦收后的田野又添新绿，
玉米、大豆秧苗长势良好。

在原有玉米种植基础上，金沙
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2022年
探索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充分利用两种作物高矮搭配、边行
优势的互补效应，采取带状套种方
式力争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
茬豆”的目标，提升土地效率和粮
食产量。“一季双收，值得种！”金沙
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
江坡说，合作社承担2.46万亩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单体实施
河北省最大。

2022年，河北依托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
主体，重点在玉米主产区推广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实现玉米
大豆协同高产，助力粮油生产提质
增效。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
“夺取2022年夏粮丰收后，千方百
计抓好夏管，落实秋粮生产各项措
施，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河北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精管细管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他
们组织玉米、杂粮、薯类产业体系专
家，分作物、分区域制定各个作物的
田间管理技术意见，并通过现场指
导、技术培训、发放明白纸、线上线
下结合等方式，做好技术宣传普及
工作。

玉米、大豆坚持“种子落地、管
字上马”，加强肥水管理，促进苗齐
苗壮，搭好丰收架子。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通过指导种植主体选

好选对除草剂、配备专用施药机械，
因地因苗合理科学用肥，促进两种
作物健壮生长。

夏季是秋粮生长发育和产量形
成的关键期，也是农业气象灾害和
病虫害多发重发期。据预测，2022
年气候形势不容乐观，汛期降水总
体偏多，出现区域性洪涝灾害、山洪
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玉米螟等病虫
害可能偏重发生。

为此，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坚持
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与气象、应急、
水利等部门沟通会商，做好灾前预
防和灾后恢复应对准备，有效防范
高温、干旱、暴雨、早霜等气象灾害。
对易发重大病虫害，加强监测预警，
备足农药物资，大力推进统防统治、
联防联控、应急防治，努力实现“虫口
夺粮”“龙口夺粮”。 （郝东伟）

河北夏粮
喜获丰收
1486.5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