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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比籼稻，粳稻耐肥抗倒，有利于中后
期肥料施用，挖掘品种产量潜力；不易落粒，机械
收割损失少，能够做到颗粒归仓，具有产量高、品
质优、效益好等优势。我国粳稻生产面积达到

1.34

亿亩，平均亩产比籼稻高
80

公斤。

种植粳稻逐渐成为各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要抓手和种粮大户的首选。

我市具有水稻生产的优越条件，常年水稻生
产面积

680

万亩， 占河南省水稻生产面积的
70%

。

一直以来，信阳主要种植籼型水稻，稻米品质差，

市场竞争力弱，而且籼稻———小麦耕作制度也不
合理，水稻生产的机械化、规模化程度低，这些因
素都制约着信阳水稻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籼改
粳”成为解决信阳水稻生产面临问题的可行途径。

“籼改粳”有利于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根据
《全国新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2009-

2020

年），到
2020

年，我市全年粮食平均单产要达
到
950

公斤
/

亩。大力发展粳稻生产，加快“籼改粳”

进程，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和“两不三新”三化协
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市场粳稻比籼稻常年每
斤高出

0.2

元
-0.4

元，种植粳稻的效益可提高
30%-

40%

，可见，发展粳稻生产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豫南
稻米的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农民粮食
生产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益。

“籼改粳”有利于优化我市耕作制度。随着农村
劳动力的转移和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籼稻———小
麦耕作制度缺陷越来越突出。而“籼改粳”具有优化
现行耕作制度的优势，发展粳稻，有利于充分利用
光温资源，提高水稻单产；有利于种田大户的茬口
安排，实现稻麦两熟；有利于提高麦播质量，推广应
用小麦套种技术，减少冬闲田面积。

“籼改粳”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近年
来，我市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
高，部分村庄实现了整村流转。随着土地流转面积
的增加，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主迫切需要提高土
地利用率，增加产量。大力发展粳稻种植，能适应信
阳麦茬稻机械化插秧的需要，减少用工投入，提高
工作效率，能够延长水稻机插、机收时间，避免由于
机械设备不足而造成机插、 机收不及时的问题，提
升水稻生产的机械化水平。“籼改粳”已成为我市水
稻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机械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发
展粳稻生产也成为种田大户的必然选择。

领导高度重视
160

万亩粳稻“扎根”信阳
2011

年，我市启动实施市级“籼改粳”重大科
技专项，得到了市委书记郭瑞民（时任市长）等市
领导的关注和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省科技厅
“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50

万元资金支持。

2012

年，该项目又得到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温福为组长的省内外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
价，顺利通过了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专家组论证，

成功入选全省
22

个重大科技专项，并作为仅有的
2

个农业领域重大专项之一率先启动实施，正式拉
开了信阳新一轮“籼改粳”工作的序幕。这是我市
首次争取承担的省级重大科技专项，同时也是全
省第二个由省辖市主持承担的省级重大科技专
项， 实现了我市在重大科技项目领域的历史性重
大突破。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籼改粳”专项的实施
工作，在

2012

年
2

月项目获得批准后，成立了以市
长乔新江为组长，副市长曹新生、郑志强为副组长
的领导小组，全面协调全市的“籼改粳”工作；同年
5

月，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豫南籼改粳”技术服务
活动启动仪式在罗山县子路镇隆重举行。

2013

年，我市加大了项目的组织实施力度，将
实施豫南稻区“籼改粳”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项
目，列入全市十件实事，纳入政府目标考核。市政
府专门下发了《关于印发省重大科技专项豫南稻
区籼改粳技术研究与产业化项目实施方案的通
知》，对粳稻推广面积等任务进行了分解，明确了
责任主体，对全市“籼改粳”实施推广工作进行具
体部署。

从
2012

年到
2014

年，市政府连续
3

年将“籼改
粳”工作列入政府重点工作，在项目上向“籼改粳”

靠拢，资金上向“籼改粳”倾斜，加大人、财、物各个
方面的投入，落实项目配套资金，促进高产示范基
地建设。

领导的高度重视，相关政策的强力支持，全市
上下的共同努力，使项目在实施的第一年就取得
了显著成效，

80

万亩粳稻成功“扎根”信阳，亩增产
50

公斤，总增产稻谷
0.8

亿斤，增加收入
2.5

亿多元。

全市粳稻种植面积万亩以上的乡镇达到
24

个，罗
山、息县等在全县推广“籼改粳”技术，种植面积均
超过

10

万亩； 种植粳稻的农民合作组织达到
208

个，超千亩种田大户有
38

个，“籼改粳”工作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之后，我市“籼改粳”进入快速稳步发展时期，

生产面积迅速扩大。

2013

年，信阳发展粳稻
127.51

万亩，平均亩产
673

公斤，比籼稻增产
54

公斤，增加粮食
8640

万公
斤，每亩增收

320

元，经济效益
5.12

亿元。信阳首次
纳入粳稻托市收购，信阳粳米首次纳入军粮采购，

真正结束了不产粳米的历史； 全市示范粳稻套种
小麦

3000

亩，均取得成功。在罗山县农科所试验园
区和平桥区五里店办事处两处粳稻套种小麦示范
点测产结果，理论产量分别达到

446.6

公斤和
383.3

公斤，和翻耕种植小麦产量相当。农民通过种植粳
稻增加了收入，得到了实惠，“籼改粳”项目的实施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14

年， 我市粳稻生产面积达到
160

万亩，按
照
2013

年标准亩增
54

公斤初步计算， 今年可增产
1.73

亿斤。 信阳粳稻种植大户已发展到了
500

多
家，千亩以上的就有

80

多户。按每亩增产稻谷
50

公
斤计算，种植粳稻增产和价格两部分叠加，农民每
亩至少增收

300

元。按
3

年我市共种植粳稻
467

万亩
计算，实施“籼改粳”将累计增产

3.83

亿斤，农民累
计增收

14

亿元。

“籼改粳”为信阳农业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信阳也成为鄂豫皖籼稻区“籼改粳”的先锋。

历经种种磨难坚定信念终创奇迹
《晏子春秋》上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

北则为枳。”长期以来，我国水稻生产的基本格局
是“南籼北粳”。粳稻较适于高纬度或低纬度的高
海拔种植，较耐寒、耐弱光，但不耐高温，主要生长
在我国北方。而信阳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

长期以来栽种的是喜温的籼稻。如何“逆天”行事，

让粳稻成功南徙， 成为信阳几代科技工作者不懈
奋斗的目标。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信阳开始双季稻研究，把
我国双季稻区由长江流域向北推移到淮河流域。

上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小麦生产技术的进步，双季
稻逐步被稻麦两熟代替， 豫南转入单季粳稻的开
发应用阶段。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和
90

年代前期，

信阳掀起两次“籼改粳”高潮，先后示范推广秀优
57

、黎优
57

、黄金晴、花粳
2

号、郑稻
5

号等品种，最
大面积发展到

12

万亩， 但由于种种原因均以失败
告终，从此人们“谈粳色变”，粳稻研发生产无人再
敢问津， 豫南被有关专家认定为粳稻种植的不适

宜区。粳稻的研究开发工作跌入谷底。

本世纪初， 抱着“一定要把信阳粳稻发展起
来”的坚定信念，市农科院再次立项对豫南“籼改
粳”技术进行深入研究。时任市农科所粮食作物研
究室主任、 现任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信阳综合
试验站站长、省“籼改粳”重大科技专项首席专家
宋世枝研究员带领专业技术人员， 认真总结分析
豫南粳稻研究开发中的经验教训， 重新审视粳稻
的特征、特性和生长发育要求，系统研究豫南气候
特点，深刻反思了豫南“籼改粳”历次失败的原因：

一是籼粳混淆， 将粳稻当作籼稻种。 二是照搬照
抄，以为更换品种就可以解决问题，将“籼改粳”简
单化。三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技术路线，把生产上出
现一切问题的解决途径寄希望于品种的更新，而
忽视了对栽培技术的研究。

通过大量田间试验， 他们揭示了豫南粳稻
高产优质的三大障碍因子：一是高温危害。与籼

稻同期播种，粳稻也在
8

月上旬抽穗扬花，成熟
期在

9

月
10

日前后； 而
8

月上旬豫南日均温度达
到

28℃

左右，白天温度一般均超过
30℃

，灌浆期
平均温度达到

23.5℃-27℃

， 远高于粳稻扬花灌
浆期最适温度， 高温导致粳稻结实率和千粒重
降低，品质下降。二是与高温高湿相关的稻瘟病
和纹枯病流行。 三是因叶色浓绿导致的三化螟
三代集中危害。

在此基础上， 宋世枝等人提出了推迟粳稻抽
穗灌浆和播期的栽培对策， 确定了将播期由原来
的
4

月中下旬推迟到
5

月中下旬，将抽穗灌浆期由
8

月上旬至
9

月上中旬推迟到
8

月下旬至
10

月上中旬
的技术路线。通过推迟粳稻播种期和抽穗灌浆期，

有效避过了高温和稻瘟病、 纹枯病及三化螟三代
的毁灭性危害，实现了粳稻的优质高产，建立了粳
稻晚播技术平台。这一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使信阳
“籼改粳” 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之后，终
于拨开云雾见明月，实现了豫南粳稻从无到有，从
零星种植向规模化生产的转变， 将粳稻经济的美
好未来展现在我们面前。

“豫南粳稻高产优质障碍因子和栽培对策研

究”这一专项技术，于
2003

年通过河南省科技厅组
织的专家鉴定，

2004

年即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

持续技术创新粳稻快速健康发展
粳稻晚播栽培技术的突破，揭开了豫南“籼改

粳” 新的一页。 市农科院继续组织技术人员开展
“籼改粳”配套技术研究，逐步完善“籼改粳”理论
与技术体系。

他们构建了豫南粳稻———小麦耕作制度，科
学论证了豫南“籼改粳”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
了“改籼稻为粳稻、改春播为夏播、改手插秧为机
插秧、改小麦整地播种为套播”的技术路线；深入
开展粳稻两段栽培技术研究， 建立了粳稻高产稳
产栽培理论技术体系， 使粳稻的百亩理论产量达
到
970.62

公斤， 万亩理论产量达到
815.05

公斤，与

应用传统技术相比，每亩单产提高
20.8

公斤至
94.9

公斤，节约纯氮
2

公斤至
6.6

公斤；科学分析了豫南
“籼改粳”主要病虫害消长变化的原因，建立了晚
播粳稻病虫害综合防控和轻简施药技术体系，提
出了“程序预防、测报预防、栽培预防和一喷多防”

的防控策略； 将水稻套种小麦技术应用到小麦生
产中，从根本上解决了种田大户季节矛盾突出、稻
田土壤粘重整地困难、小麦播种质量差、秋季遇雨
不能适期播种等导致小麦产量低、效益差、冬季闲
田多的问题，使豫南小麦的生产潜力提高

30

亿斤。

值得一提的是，“豫南粳稻———小麦耕作制度
构建研究”、“豫南‘籼改粳’病虫害发生规律与防
控对策研究”分别通过了省科技厅的技术鉴定。

种植粳稻，选择适宜品种十分关键。为此，市
农科院从全国各地引进粳稻品种近

200

个，通过田
间当年多点筛选鉴定， 确定了一批适合豫南生产
应用的优良品种，构建了“品种群”，并针对每个品
种提出了利用意见， 解决了豫南粳稻面积迅速扩
大对种子的需求。

与此同时， 市农科院的科技人员还将抛植苗
“泥质法”育秧技术成功应用到机插秧育秧，在进

行了大量实验的基础上， 建立了水稻机械插秧大
田露天育秧模式，解决了工厂育秧温度高、秧苗素
质差、投资大等问题。而且，将机械插秧、抛秧作为
“籼改粳”的重要技术支点，促进粳稻晚播技术的
全面落实，提高了粳稻生产效率，推进了粳稻机械
化、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进程，使粳稻机械插
秧、抛秧面积在

80%

以上。

这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和应用， 促进了豫南水
稻产业升级，实现了农民增产增收，使豫南耕作制
度显著优化，粳稻种植大户迅速兴起，信阳“籼改
粳”进入了稳步、快速、健康发展轨道。

在
2014

年
9

月
24

日召开的全市“籼改粳”现场观
摩会上， 记者同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负责同
志、部分种粮大户一起，观摩了植株健壮，稻穗金
黄，籽粒饱满，长势喜人的粳稻研发基地和万亩高
产示范区，见证了我市“籼改粳”的研究水平和技术
熟化程度。 市农科院水稻专家利用自主研发成果，

使粳稻单产达到
900

公斤甚至
1000

公斤的水平。

部门密切配合鼎力相助众志成城
“籼改粳”项目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在籼稻栽

培历史悠久的信阳实现粳稻的规模化生产， 需要
各部门充分发挥职能，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联合
运作。

各县区相继成立领导小组， 形成主要领导负
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格局，组织好本地区
的“籼改粳”工作，协调好各涉农单位的关系，安排
涉农资金与“籼改粳”项目挂钩，并做好后勤保障
工作，为各地粳稻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市农业部门将粳稻纳入生产规划， 扶持粳稻
生产。科技部门加大对“籼改粳”相关配套技术研
究的支持力度，加强对项目的指导和跟踪督促，多
次组织召开“籼改粳”座谈会，就粳稻的推广实施
进行深入探讨交流；积极通过电视、报纸、手机等
平台，大力宣传“籼改粳”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品质提高以及塑造信阳大米形象和打造地方知名
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引导种粮大户、家庭农
场、 农民合作社和有一定基础的农户优先选择种
植粳稻。财政部门加大对项目的资金扶持力度。水
利部门加强粳稻主产区和示范点的水利设施建
设，搞好水源调控，保障粳稻生产用水。粮食部门
做好粳稻收购和加工工作，创建粳稻知名品牌。农
机部门积极推动粳稻全程机械化， 做好服务指导
工作，为粳稻发展提供良好、宽松的环境。

市农科院作为“籼改粳”项目的承担单位，更
是倾全院之力努力做好项目实施的各项工作，加
强对整个项目的管理和运作， 强化对各县区和项
目协作单位的技术指导，加大培训、指导、服务力
度，为基层技术人员、种田大户和农民搞好技术指
导和服务，为“籼改粳”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另外，根据粳稻的收割期，市农机、农业部门
提前组织和备足农用物资，整合资源，做好农机和
运输车辆调配工作。 粮食部门做好稻谷收购准备
工作，统筹安排仓容，力争多收粮、多储粮，同时做
好粳稻的托市收购工作， 切实维护种粮农民的切
身利益。气象部门搞好信息保障，及时为农户提供
天气信息， 让群众根据天气状况合理安排收割时
间，力争做到快收、快运、快入库，防止霉变，争取
颗粒归仓，避免因天气原因造成损失。

3

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各县
区、 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 我市
“籼改粳”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3

年来，“籼改粳”改出了效益，改出了成果，深
受农民拥护， 也更加坚定了全市上下坚持示范推
广、扩大种植粳稻的信心和决心。

今年是项目的收官之年。 虽然项目就要结束
了，但信阳粳稻发展事业不会结束。我市各级各相
关部门将再接再厉，共同努力，应用好“籼改粳”技
术成果， 不断扩大粳稻种植面积， 提升产业化水
平，推动“籼改粳”工作再上新台阶，为魅力信阳建
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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