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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周口市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建议
张　辉　李伟峰　杨光宇

（河南省周口市农业科学院，周口 466001）

摘要：周口市作为河南省粮食生产大市，粮食核心区建设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分析了周口市目前核心区建设

现状、遇到的瓶颈，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以期为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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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周口市作为豫东南粮食生产大市，是国

家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耕地面积 85.3 万 hm2， 
粮食总产稳定在 75 亿 kg 左右，居河南省第 1 位，商

品粮产量占河南省 1/7。因此，深入思考分析周口市

目前的粮食生产现状，对于维护粮食生产安全，建设

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1]。

1　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现状
近年来，周口市坚持把粮食核心区建设放在

“三农”工作的突出位置，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新增

1000 亿斤粮食规划》《河南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规

划》，坚持以粮食生产核心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

服务体系“两区一体系”建设为核心，着力建设高标

准粮田“百千万”工程、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和

都市生态农业工程等三大工程，提高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全力打造全省粮食生产中心示范区。2015 年

周口市粮食产量达 82.95 亿 kg，继续稳居全省第 1
位，对全省粮食生产作出了突出贡献，确保了国家粮

食生产安全。

1.1　开展高产创建　强力推动高标准良田“百千 
万”工程，制订并颁布了《高标准良田建设规划》《周

口市 2014-2017 年加快粮食生产核心示范区建设

攻坚实施方案》等文件，计划建设高标准粮田面积

53.7 万 hm2，计划到 2017 年完成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到 2020 年全部完成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截至目前，

周口市累计建成高标准粮田面积 48.1 万 hm2，占总

计划面积的 90%。

1.2　培育优质种业企业，做强良种繁育　着力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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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制机制，引导科研机构、农

技推广中心、职业院校、企业等相互合作，培育出

河南天存种业、河南黄泛区地神种业等一批在全

省、全国有影响的优质种子企业。良种繁育基地

达到 4.3 万 hm2，年产良种近 2.5 亿 kg，是黄淮流

域最大的种子繁育基地，良种覆盖率 99% 以上，

其中玉米良种实现全覆盖，小麦良种覆盖率达到 
99.3%。

1.3　创新工作机制　一是推进农业规模经营。鼓

励并支持农民创新土地流转方式，开展突出地方

特色的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全市土地流转面积

19.2 万 hm2，参与流转农户达到 43 万户，专业合作

社 12608 家，居全省第 1 位，家庭农场达 4197 家，

种植业和养殖大户分别为 22230 家、14720 家。二

是基本形成农业产业化格局。全市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261 家，13 个农业产业化集群被认定为河南

省农业产业化集群，居河南省第 2 位。三是“互联

网 + 现代农业”水平明显提高。积极推进农业电子

商务发展，建成了黄淮农产品批发综合电子商务交

易信息发布平台，形成了“从农田到饭碗”的完整产 
业链 [2]。

1.4　改善农业生产基础　一是加强基本农田水利

建设。可以灌溉面积累计 56 万 hm2，旱涝保收农田

累计 40 万 hm2。二是农产品质量持续提升。建成

无公害生产基地 136 个，面积 4 万 hm2，无公害产

品 101 个，绿色产品 34 个。三是加强职业农民培

养。及时调整“职业农民”的培训内容和对象，累计

培训合作社带头人、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创业

农民等 11.9 万次。四是农业机播机收程度明显提

高，主要农作物播收现代化程度占 4/5，机械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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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1 万 kW，比“十一五”增长 11.8%。特别是小

麦生产机播和机收水平分别达到 99.4% 和 99%。

2　 当前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
周口市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既对周

口市具有针对性，也对全省具有普遍性。

2.1　粮食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主要表

现为：干旱、强降雨、大风冰雹、冻害等自然灾害多

发，周口市主要种植作物小麦、玉米、大豆等的病虫

害也呈现频发趋势，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有

待摆脱。

2.2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粮食生产后劲不足　

主要河道防洪排涝标准整体偏低，周口市 100km2

以上河道达到 3 年一遇除涝标准仅 32 条，28 条

50~200km2 农村小型河道没有得到治理，机电灌溉

面积仍然不足。2015 年全市粮食产量跨越 80 亿 kg 
大关，夏粮实现总产超百亿斤、亩产超千斤，要在

高基点上、在中长期内保持粮食总产持续增长，到

2020 年完成粮食产量 90 亿 kg 大关，还面临着较大

挑战。

2.3　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组织化程度不高、科技

支撑能力弱　一是，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农资、用

工等价格不断攀升，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从而使农

民种粮比较收益有所减少。以 2016 年周口夏粮生

产为例，小麦生产成本 644 元，每 667m2 纯收益仅为

559.6元，按每户0.3hm2（4.5亩）计算，收入2518.2元，

还不到外出务工农民一个月的工资。

二是农业生产集中化水平不够。周口市农业合

作社大多依靠养殖、粮食收购、涉农农资经营和农机

等领域，而在生产加工、流通等领域一体化合作却很

少，大多合作社制度不完善、运营不规范、现代化功

能弱、协作范围窄、带动能力不够。

三是农业科技创新面临新困难、新问题。缺乏

持续稳定的科技项目支持，虽然国家对农业的投入

逐步提高，但由于周口市是人口大市、财政穷市，科

技创新经费总量与兄弟省（市）差距较大。缺少高

层次、专业领军型人才。高端仪器检测研发平台建

设不足，严重延缓了农业科技创新速度。基层农技

中心的农技人员数量少，推广手段单一，农业社会化

服务效果不佳，质量不高 [3]。

3　 加快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几点思

考及建议
3.1　开展抗病抗逆育种重大专项　一是及时启动

小麦赤霉病新品种选育、玉米抗黄曲霉素、大豆抗花

叶病毒病等科技重大专项，汇聚先进单位育种优势

学科，共同研发，引进抗病种质资源，利用常规技术、

诱变技术、分子标记技术，加大抗性育种研究，及早

选育出高产、优质、抗逆的新品种，应用于大面积生

产，尽快解决粮食生产中遇到的瓶颈，进而推动周口

市粮食保优增产，使农民增产增收。二是全面提升

农业科技装备水平，进一步强化基层区域农技站建

设，使基层农业技术人员工作、生活、待遇等得到改

善。推进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成立“育繁推一体化”

的大型种子生产龙头企业。

3.2　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大力发展优质专用粮食，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一是创新组织形式，构建新型

的“育、繁、推、加工”优质专用粮食生产产业化体

系，科学规划布局，适时启动优质专用小麦新品种选

育及产业化研发专项 [4]。二是从政策和资金上对优

质专用粮食加工龙头企业进行扶持，成立专业协会，

制定一套专用粮食生产的行业标准，使专用粮生产

标准化、常态化，建设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三是发展

“定制农业”。按“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市

场主导生产、分门别类，按需生产，以满足加工企业

和人民多样化的需求。四是综合运用“互联网 +”、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实时监控分析市场动态，及

时把控市场需求，真正实现“互联网”与现代农业的

紧密融合 [2]。

3.3　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和保护区　一是创新工

作方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依托现有种植布局，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基础，优化种植规划和要素

组合，对现有农业格局进行结构性调整，增加单位

收益，提升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二

是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和保护区数据信息管理系

统。建设“两区”地理信息档案和“两区”信息图

库，构建全国“两区”一张图，实现信息共享，目标精

准管理，精准建设，精准落地。三是加强监督考核，

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建设监测监管系统，实现

过程监测和资源共享，考核评价与政策扶持相衔

接，推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保护区顺利建设，造福 
后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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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对山西省玉米种植 

及种业的影响及启示
张广峰　卢保红　魏荣业　杜如珊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忻州 034000）

摘要：“十三五”计划中，中央明确提出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适当调减非优势区玉米种植面积，山西部分地区也在此列，通

过分析山西省玉米种植及玉米种业的优缺点，提出了新形势下山西玉米种植及种业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国家政策；山西；玉米种业；对策

在国家和山西省的相关政策影响下，山西种植

业的格局发生了相应变化，如何应对市场和政策双

重影响下山西玉米种业出现的新问题，如何使山西

玉米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是所有玉米从业者

的当务之急。

1　国家调减玉米种植面积的政策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2017 年“三

农”问题再次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关注重点，文件

指出，农村所有工作的目标应该是在坚持农民主体

地位的同时增进农民的福祉，以发展新思路解决

“三农”新难题，深化农业、农村的发展优势，提高创

新驱动力度，加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化

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业的稳定发

展。文件之所以强调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因为国内出现了“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的

现象，其中就包括了玉米产业的结构性过剩。

国内粮食供给和市场需求的不一致，是导致粮

基金项目： 山西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专项（201604D131038）；山西省财政
支农（高新技术）（2017zzcx-06）

食在连年增产的同时，粮食进口量也持续上涨这一

怪现象的重要原因。这种新问题的出现就倒逼农业

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作出相应的调整与优化。文件

提出，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基本形成适应

市场需求与当地农业资源一致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结

构和科学的区域布局，以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调整

种植业结构规划。

关于玉米业就是要适当调减非优势区玉米种

植面积，重点是调减北方农牧交错区、东北冷凉区、

西南石漠化区及西北风沙干旱区等“镰刀弯”地区

的玉米种植面积，其中就包括了山西的部分地区。

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工作会议提到，我国要在 5 年

内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5000 万亩，其中，2016 年的目

标是调减 1000 万亩。不适宜玉米种植的耕地将根

据当地情况及市场需要适度发展饲草、青贮玉米、小

杂粮等作物。

2　山西省玉米种植及种业现状
山西省尤其是山西中南部地区凭借肥沃的土

壤、温和的气候、充足的日照、无霜期长、昼夜温差

大、雨热同步等优势条件，成为了全国玉米适宜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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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所产玉米具有外观漂亮、品质优良、含水量低、产

量高的特点。因此，玉米作为山西省重要的粮食作

物、工业原料和饲料来源，长期以来成为了山西省种

植面积和产量均最大的农作物 [1]。

玉米种植在为山西省的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做

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促进了种子产业的飞速发展，

得到了“农业小省，制种大省”的美称。以山多川少

的优异隔离条件和制种技术相对成熟等方面的特殊

优势，使得山西杂交玉米制种在全国占有了重要地

位，被省政府规划确定为山西特色农业亮点产业 [2]。

目前，山西省玉米种植全为杂交种且每年需求量很

大，玉米杂交种的生产，既可以满足省内外玉米种植

需求，又促进了山西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的产业化，同

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可谓一举几得。玉米生产与

玉米制种是互相依赖、共同发展的关系，同时促进了

山西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3　政策对山西省玉米种植的影响
山西省“十三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调整玉米

生产结构，重点是粮饲兼顾，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

区位优势、市场条件、产业基础、农民意愿等因素的

基础上，适当调减玉米特别是籽粒玉米种植面积，因

地制宜发展饲用玉米、青贮玉米、甜糯玉米等特用玉

米和优质牧草。

在中央和山西省相关政策的影响下，山西省

的农作物种植格局已经相应发生了变化，据国家统

计局山西调查总队的最新调查资料显示，在过去的

2016 年中，山西省谷物类播种面积减幅较大，种植

面积共 4074.29 万亩，比上年减少 94.54 万亩。其中，

玉米、小麦、谷子面积出现减少，其中又尤以玉米种

植面积下降明显，种植面积共 2437.13 万亩，比上年

减少了 78.16 万亩，同比下降 3.11%，这是山西玉米

种植面积在经过连续多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小麦

种植面积下降 0.32%，谷子种植面积下降 4.26%，高

粱种植面积比上年略有增加，其他谷物种植面积增

长 0.43%。

4　山西省玉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4.1　玉米种植面积下降　在政策及市场的双重影

响下，玉米种植面积呈逐年减少的情况，通过增加耕

地面积来增加玉米播种面积的途径将行不通，另外，

还出现了水果、蔬菜与玉米争地的现象。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争地的突出矛盾将导致玉米生产种植面积

难以增加。

4.2　自然灾害与土地资源破坏　山西省农业生产

基础条件差，大部分地区比较干旱，水土流失问题严

重，近年来，连续阴雨、大风、强降雨、冰雹等自然灾

害频发，玉米产量因此受影响较大，导致个别年份的

起伏波动。在全省可耕种土地中，旱田、低产田以

及有机质含量在 1% 以下的贫瘠田面积占到了 70%
以上，耕地质量比较差；部分地区的种植条件遭到了

资源型产业在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和污染，这也是农

业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还有许多农田水利设

施久置弃用。受此多种耕地资源条件的限制影响，

玉米产量很难实现大的增长。

4.3　品种结构单一　目前，在山西省的玉米生产上

虽然使用的品种较多，但结构较为单一，表现为以

普通玉米品种为主，在抗病性、适应性等方面表现

较差，且子粒多为马齿型，蛋白质含量偏低，品质不

佳，加之产量相近，不够稳产，因此，对于以饲料加

工、畜牧养殖和工业加工为主的山西省玉米业来说，

目前的玉米种植单一结构弊端较大。市场上除了

要有高产、稳产、优质、多抗的普通品种外，还需要

高油玉米和青贮玉米等优质专用品种作为重要补

充。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鲜食玉米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甜玉米、糯玉米

等鲜食玉米品种必将成为山西玉米品种结构的重要 
补充。

4.4　产量不均衡　山西省地势复杂，包括盆地、山

区、丘陵等都有玉米种植，但由于土、肥、设施、气候、

耕作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单位面积产量差异也很大。

盆地、平原等高产区玉米每 hm2 产量已达到 7000kg
以上，部分丰产田已突破到 7500kg，但山区、丘陵等

地区的大面积中低产田玉米产量就很低，差田能低

至 4500kg，再加之干旱少雨等极端气候天气的影

响，山西省玉米平均产量总体上表现为不均衡、不 
稳定。

4.5　科技投入相对较少　在玉米育种、市场推广等

方面表现为人员、资金、设备投入相对不足；科研水

平、技术手段、硬件设施相对落后，从玉米育种到生

产、推广等各个环节的衔接不顺等因素制约着玉米

产业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及时转化。

4.6　农业及配套加工业现代化水平不高　山西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