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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稻是黄山市的主要粮食作

物，推进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调优品质

结构，对增加农民收入，筑牢粮食安全，促

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黄

山市水稻生产现状与技术推广取得的成

效，分析了制约水稻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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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
区，位于安徽省最南端，介于东经 117°02’
~118°55’和北纬 29°24~30°24’之间。地处
亚热带，境内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雨
热同步，光热水资源富足，年平均气温 15~
16 度，无霜期 239 天，日照时数 1753~
1954小时，年平均降水量在 1400~2000毫
米之间，自然条件适宜水稻生长。全市耕
地面积 87.59万亩。其中水田 69.16万亩，
占 78.96%；水浇地 0.62 万亩，占 0.71%。
丘陵地带多为红壤和紫色土，质地黏重，
呈酸性，肥力差；山麓盆地与平原谷地多
为砂壤土、溪河两岸多为冲积土，适用于
农业耕作。

一、水稻生产现状

（一）基本情况

水稻是黄山市主要粮食作物。历史上
从一季中稻到中稻、双季稻和单季晚稻并
存的种植方式，又回归到至今的一季稻种
植方式。水稻生产经历了面积增减、品种
换代、技术更新、耕作制度演变等一系列
过程。

1.面积产量
“十三五”以来，黄山市水稻面积增减

呈现两个阶段：一是播种面积呈稳步增长
趋势，由 2016 年的 46.65 万亩增长到
2020年的 50.83万亩，增长 8.9%。二是播
种面积呈快速下降趋势，由 2021 年的
48.97万亩减少到 2022年的 43.42 万亩，
减幅 11.33%。近些年，随着农业科技水平
的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完善和农业
基础设施的改善，水稻单产水平稳步提
升。水稻平均亩产从 2016年的 422.2 公
斤/亩增长到 2022年的 446.1公斤/亩，增
长 5.7%，水稻总产稳定在 19.4万吨。

2.品种优质
《徽州府志》记载“新安之谷大率宜籼

而不宜粳”，故以籼稻种植为主，少量粳糯
稻。常规籼稻株高 130㎝以上，平均单产
130公斤/亩左右，品种对产量的贡献率仅
15%。随着高产多抗优质品种的引种、示
范、推广，优质杂交水稻面积扩大到 43万
亩，品种对产量的贡献率达到 50%以上，
优质高产品种覆盖率达 95%以上。

3.栽插方式
黄山市水稻栽插方式有人工移栽、抛

秧、直播、机插秧，主要以抛秧为主。其中
水田育秧人工移栽面积 9.54 万亩，占
22%，主要分布在山区地块零碎区域；抛秧
面积 16.43 万亩，占 37.8%，直播面积 5.2
万亩（含机播）占 12%，主要分布在丘陵区
域；水稻机插面积 12.25 万亩，占 28.2%，

主要集中在粮食功能区和主产乡镇。受水
稻轻简化栽培技术影响，水稻直播技术在
生产上的应用呈上升趋势，2022年直播面
积较上年同期增幅 10.6%，主要是因为它
省去了育秧与抛（插）秧两个重要生产环
节，省田、省工，减轻了劳动强度。随着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推进，现代农机装备的更
新，提升了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水稻机
插面积较上年同期增 2.16 万亩，增幅
21.4%。

4.成本收益
2022 年水稻每亩生产投入总成本

1187元。其中种子成本 100元；人工投入
成本 192元，较上年 168元增长 24元；土
地租金 272元/亩，较上年 248元亩/增 24
元；化肥农药成本 180 元/亩，较上年 184
元下降 4元；水稻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成
本约 443元。其中每亩统一育供秧成本 50
元、耕整地成本 157元、机插秧成本 96
元、统防统治服务成本 40元、机械收获
100元。亩均效益，按亩产 500公斤/亩优
质稻谷，市场出售价 2.8元/公斤计算，亩
收入在 1400元，扣除种植成本，亩均收入
为 220元（含自家人工费），另加政策性（稻
谷）补贴 96元，亩均总收入为 316元。
（二）主要成效

围绕水稻绿色发展增产增效，品牌打
造，抓点示范，点面结合，开展新品种新技
术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推进水稻产业高质
量发展。

1.扩大优质专用水稻生产
引导鼓励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

合作社与粮食加工龙头企业组建粮食产
业联合体，建立优质专用水稻生产基地
34.89 万亩，较上年任务 33 万亩增长
5.7%，占本年度全市水稻面积 80.4%。其
中，种植面积大于 10万亩片区 1个，整县
制创建区县 2个，种植面积共 24.08万亩。
全年落实优质专用水稻订单生产面积
27.91万亩，较上年同期增长 0.98万亩，增
幅 3.6%，建成 5000亩以上单品种种植片
8个，生产面积达 7.4万亩。

2.水稻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因地制宜发挥黄山生态绿色优势，引

导农户合理安排种植结构，发展再生稻生
产面积 5431.76亩，较上年增长 44.3%；两
季单产 716公斤/亩，较上年增 12.8%，种
植的品种主要有丰两优 3305、鹏优 1269、
友两优 2152、六两优香 11等。

3.推广综合种养稳粮增收
探索适度规模经营条件下，产出高

效、产品安全的绿色高效生产模式。建立
稻渔、稻虾、稻鸭共生示范点 5个，示范面
积 3000余亩，实现生态互补，减少农药化
肥使用量，提高稻米品质。2022年全市完
成千亩基地 2个，百亩示范片 6 个，总面
积 10000余亩，水稻价格较普通种植价格
高出 0.2 元/公斤，主销南京市场，实行稻
虾共生种养模式较水稻种植亩均效益增
加约 2000元。

4.绿色稻米品牌不断提升

依托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围绕绿色驱
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农药集中配送和
化肥农药替代，化肥农药使用量显著下
降，生产成本大幅降低，稻米质量大幅提
升。全市优质专用品种 30个，参与订单种
植主体（村集体计 1个主体）479个、收购
主体（企业）24 个，加工企业 19 个，打造
“田园徽州”绿色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和
一批地方特色山泉稻米品牌，培育“有农
山泉米”“状元家米”“莫闲田”“灵山贡米”
等稻米三品一标 17个（绿色食品认证 10
个、有机食品认证 7个），有力地促进了黄
山市粮食生产和流通。

5.绿色集成配套技术显成效
围绕绿色生态环保、产品品质提升、

资源高效利用等目标，推广专用高产高效
多抗的水稻品种 20个，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绿色防控等农
业实用技术，良种良法覆盖面达 95%以
上。构建“七统一”农药集中配送体系，落
实节药、节肥措施，打造了一批全程绿色
防控示范样板，建立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
示范区 13个，示范面积 10.57万亩，辐射
带动 22.9万亩，开展水稻统防统治面积
36.56万亩（次），覆盖率达 45%以上。

二、存在的问题

山区耕地成片规模小而散，规模化、
机械化推广难度大，与其他经济作物相
比，种粮效益偏低，制约水稻发展的因素
和问题突出。
（一）农资上涨生产成本不断攀升

农资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但仍
处高位。尿素价格为 2800元/吨，较 2021
年同期 2200元/吨上涨 27%；复合肥价格
为 3200元/吨，较 2021年同期 2100元/吨
上涨 53%。2022年国家两次下达实际种粮
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我市实际补贴种粮
农户每亩约 20元，虽每年发放稻谷补贴
90元/亩左右，但种粮效益仍然偏低，农户
种植水稻的积极性难以显著提高。
（二）农田水利等配套设施有缺失

一是由于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和乡村公
路建设，对原有灌溉水系管网造成破坏；二
是受山区地理环境限制和基本农田承包到
户影响，多数基本农田片区规模不大，缺乏
规划，难以实现将耕地、水库（塘）一体打包
流转，导致农户流转耕地后，仍需在农田水
利基础设施上花费资金和精力。
（三）野生动物毁粮严重

山区生态环境适宜，对野生动物的保
护力度加大，导致野兽鸟类破坏粮田等现
象时有发生，尽管林业部门有计划地开展
了野猪捕杀，但力度不够、捕杀无害化成
本高等问题突出，效果不够理想。
（四）高素质劳动力缺乏

目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
出务工，从事水稻生产的劳动力年纪偏
大，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相对偏弱，
劳动技能提高难度大。

三、对策与建议

从稳定水稻生产、保障种粮效益和调

动种粮积极性的现实需要出发，建议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粮价和种粮补贴

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保护价，并每年微
量上调，以此提高稻谷种植效益，提高农
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同时出台明确的补
贴政策，适度向粮食规模经营主体倾斜，
发挥规模带动效应。
（二）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

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政策向丘陵
山区农业机械倾斜，加大研发力度和推广
力度，解决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低、
劳动力缺乏等问题。开展水稻机械化育插
秧、秸杆机械化还田、机械高效植保等技
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建立健全耕、
种、管、保、收、储、运衔接配套的全程机械
化生产体系，进一步推进规模化机械化水
稻生产，提高效益。
（三）完善野生动物毁粮问题解决机制

统筹做好野生动物保护与粮食作物
生产的协调工作，逐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
关系到群众利益和野生动物保护可持续
发展的问题。国家层面推动在政策性农业
保险基础上增加保险补贴，将野生动物损
毁的农作物及畜禽财产损失纳入政策性
农业保险范畴，鼓励县级人民政府开展政
保类责任商业保险。
（四）加大行政推动和财政支持力度

制定出台支持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
意见，进一步推进水稻绿色发展提质增
效。在落实好中央、省级粮食生产扶持政
策同时，加大对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政
策支持力度，通过财政奖补、扶持政策，助
力优质专用水稻生产发展。
（五）做好产业融合这篇现代农业大

文章

积极培育新农人，鼓励水稻种植与观
光农业、生态旅游、摄影产业、民宿产业融
合；用好资金项目，在生态种植、农机购
置、仓储加工、品牌营销、职业农民培育等
环节加大支持力度，为粮食产品向产业
链、价值链延伸做好要素保障，通过市场
消费附加值的提高来保障农产品价值的
提高；推动水稻产业数字化转型，建立水
稻种植、集中加工、品质溯源的完整产业
链，为数字农业、数字乡村建设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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