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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小麦良种补贴项目平台 

促进小麦生产再上新台阶
石志平　张　锋　王科峰　朱松华
（江苏省张家港市种子管理站，张家港 215600）

摘要：介绍了张家港市小麦良种补贴项目实施的背景及补贴品种、标准和供种企业的确定。分析了小麦良种补贴项目稳

面积、增产量、增效益的积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实施好小麦良种补贴项目的具体措施及完善项目的具体设想，以期实现良

种补贴项目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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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要

务，搞好粮食生产是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为

稳定粮食生产面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张

家港市从 2008 年开始连续实施小麦良种补贴，小

麦良种补贴项目得到了广大农户的肯定。为了确

保项目正常实施，种子管理部门依据《种子法》相

关法律、法规狠抓种子质量管理，对供种企业各个

生产环节加强种子质量监管，确保供应的种子达到

国家种用标准，为张家港市小麦生产打下了坚定 
基础。

1　小麦良种补贴项目实施的背景
张家港市地处苏南经济发达地区，一方面农业

用地与工业用地矛盾十分突出，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尤其是粮食面积；另一方面种粮效益低下，轻农思想

严重，农户不愿意过多投入粮食生产，只种不管或

抛荒现象普遍存在。为了扭转农村这种粮食生产被

动局面，市政府设想通过提高小麦良种覆盖率，优

化生产布局，推动标准化生产，带动产业开发，促进

产销衔接，从而实现种植小麦的增产增效。市政府

组织有关部门深入基层多次调研，倾听广大农户对

良种补贴的意见，农户普遍认为实施良种补贴项目

可以避免自家贮种的风险，还可以满足对新品种种

子的需求，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全市实施良种补贴项

目。2007 年底制定了小麦良种补贴方案，补贴规模

为当年种植面积的 50%，2 年轮换 1 次，补贴标准为 
15 元 /667m2，市、镇财政各承担 50%，2009 年小麦

良种补贴方案沿用至今。

2　良种补贴项目作用
小麦良种补贴项目不仅稳定了张家港市粮食

种植面积，而且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是小麦品种多、乱、杂的现象得到了根治。良种

补贴项目实施前张家港市小麦品种 3~5 个，个别年

份多达 7~8 个，项目实施后主推品种 2~3 个，品种

统一便于技术部门开展技术指导，便于农户田间管

理。二是有利于新品种、新技术推广。2007 年引进

扬麦 16 号试种，2008 年大面积试验示范，2009 年利

用小麦良种补贴平台大力推广种植扬麦 16 号，扬

麦 16 号覆盖率达 90% 以上。三是减少了农户自贮

种子的风险。小麦种子容易虫蛀霉变，贮存种子要

用药剂熏蒸杀虫，农户一般无法完成，且农户贮存

种子不善容易造成品种混杂。四是农户种粮效益

得到提高。一方面确定的补贴品种抗逆性较强、穗

大粒重、增产潜力较大，张家港市连续多年小麦获得

丰收，单产稳定在 325kg 以上；另一方面农户购种给

予补贴，可以节约用种成本，农户种粮效益明显得到 
提高。

3　 加强良种补贴项目管理，确保良种补贴项
目顺利实施

3.1　选准补贴品种　补贴品种的选择不仅关系到

小麦的产量和品质，而且关系到良种补贴项目能否

顺利实施。列入小麦良种补贴项目的品种具备以下

几个条件：一是通过省级或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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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适宜本市种植的品种；二是具有高产、优质、抗

逆性强等特性；三是品质指标符合国家标准或部颁

标准。选择好的优良品种，发挥其增产潜力，农户获

得感就会增强，购种积极性就会提高，近几年全市补

贴品种有扬麦 13 号、扬麦 16 号、镇麦 12 号等，这些

品种得到了广大农户认可，每年农户购种率达 98%
以上。

3.2　确定合适的供种企业　政府制定小麦良种补

贴项目实施方案，利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供种企业，

供种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种子企业的工商

营业执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必须齐全；二是生产

基地、加工、储藏仓库、检验设施等完备；三是具有合

法的种子来源和供种能力，能提供与小麦良种补贴

项目相匹配的小麦品种及种子数量；四是种子质量

有保证，提供的种子必须经过精选、包装，种子质量

符合国家种用标准；五是守法经营，市场和售后服务

信誉良好，近 3 年无种子质量事故发生。

3.3　加强种子质量监管　供种企业按《农作物种

子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生产种子，建立完善的种子

生产经营档案，严格把好种子生产销售关。种子管

理部门依据供种企业生产经营档案，加强对供种企

业种子质量监管，确保供应的种子达到国家种用 
标准。

首先检查种子企业种子繁殖基础种子来源。核

定购种单位和数量，从源头上确保繁种品种的种性

稳定，基础种源一般由育种单位供应。其次核定种

子繁种面积。地势平整、肥力中等偏上且连片种植

的田块方可作为种子田，根据购种数量和繁种户信

息，核定企业繁种面积。最后核查种子生产过程是

否把好“三个关”和“一个提高”。一是把好田间纯

度关，小麦种子蜡熟期适时组织人力进行田间去杂

工作，去杂工作由专人负责，逐田逐块指导去杂工

作，直到田间纯度达到国家标准为止；二是把好种子

收购入库关，种子成熟后，选择晴好天气开始收割，

收割后种子及时烘干处理，田间倒伏较重或病害较

重的田块及时淘汰，有发热霉变的种子坚决杜绝收

购，收购的种子由专库分品种存放，存放期间勤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三是把好种子销售关，种子

销售前每批种子必须做好发芽试验，种子检验合格

后方可销售，种子销售按农户登记的品种、数量按时

发种，发种时供种企业、乡镇农服中心及村三方代表

当场抽样封样，三方妥善保管好封样样品，样品作为

日后处理种子质量纠纷的依据。“一个提高”就是

种子企业销售种子必须经精选加工，剔除杂质和瘪

粒，确保种子净度，提高种子的商品性。种子销售前

加强种子质量抽检力度，抽检数量不低于供种数量

的 50%，发现不合格的样品及时向供种企业通报，

要求企业及时淘汰该批种子，杜绝不合格的种子流

入市场，确保每批供应的种子达到种用标准。

4　提供配套技术服务，发挥补贴品种增产优势
推广精量播种技术，主推机条播，充分发挥早

发和中后期通风透光的有利条件，同时控制播种量

10kg 左右，构建合理的小麦群体结构，切实提高播

种质量，力争早发、壮苗。

坚持适期播种，力争早苗，根据本市气候特点，

小麦播种期控制在 10 月底至 11 月 10 日，充分利用

冬前温光资源促进冬前早生分蘖，实现壮苗带蘖安

全越冬。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施足基肥，因苗施好

平衡肥，重施拔节孕穗肥，同时氮、磷、钾配套施用，

后期增施磷钾肥，满足小麦不同生育期对肥料的需

求，提高肥料利用率，达到节本增效的目的。

推广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术，坚持以防为主，

实施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术，针对病虫草害发生规

律，积极开展统防统治，努力提高防治效果。

5　 完善小麦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实现效
益最大化
小麦良种补贴项目是稳定种植面积、增加农民

收益的倍增器，不断完善小麦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

案，继续实施好小麦良种补贴项目，使张家港市小麦

生产再上新台阶。一是提高良种补贴标准。目前

补贴标准还是十多年前制定的，已不适应新形势发

展需要，粮食价格逐年上涨，种子企业种子生产成本

增加，种子招标价明显提高，良种补贴项目优势明

显下降，建议提高良种补贴标准，甚至可全部免除农

户购种款。二是控制招标价格，精心测算种子价格，

既要确保供种企业有一定的盈利空间，又要考虑农

户购种成本。种子企业应遵循薄利多销原则，更多

让利于农民，随着小麦良种补贴项目连续实施，供

种企业也会逐渐发展壮大，达到供种企业与农户实

现双赢。三是探索产业化发展路径，小麦良种补贴

项目实施后，优质小麦连片种植，便于产业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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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脱毒马铃薯种薯产业发展现状、 

优势、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王　笑 1　任路路 1　白　鹏 2　延晓倩 1

（1 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太原 030006； 2 山西省农村经济研究所，太原 030031）

摘要：山西省是北方马铃薯的主产区之一，马铃薯是山西第四大粮食作物，对全省粮食生产、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目前存在脱毒种薯推广率低、科技支撑不足、马铃薯商品率低、深加工企业少、市场影响力小等问题。山西省具有种植马铃薯

的资源、政策、区域等优势，在生产和加工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已经逐步形成雁门关、太行山、吕梁山三大马铃薯优势产业带，

必须做好今后的打算，促进山西马铃薯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关键词：山西；马铃薯脱毒种薯；产业；优势；问题

山西省是马铃薯的北方主产区之一，大约是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由晋商从

俄罗斯引种至现今山西省的北部大同区域种植后，

自北向南逐渐扩散，到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山西省已

普遍种植马铃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山西的马铃薯生产取得了较快发展，马铃薯

成为排在小麦、玉米、谷子之后的山西第四大粮食作

物。山西被公认为是全国优良的商品薯生产基地和

全国为数不多的马铃薯种薯最佳繁种基地之一，已

被列入全国规划的马铃薯商品生产和种薯繁育的最

佳区域。

1　山西省马铃薯生产及脱毒种薯发展现状
1.1　种植面积和产量　2005 年以前山西省马铃

薯种植面积较大，达到 30.67 万 hm2，位居全国第 7
位。2006 年以后，山西省马铃薯种植面积大量下滑，

2009 年下滑到 17.33 万 hm2。近年来，在种薯繁育

补贴、种植补贴等政策的推动下，山西省马铃薯种植

面积有了恢复性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

农作物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7 年山西马铃薯种植

面积约为 18.79 万 hm2，比上年增加 5100hm2，马铃

薯产量将保持稳中略增态势。

1.2　良种结构不断改善　山西省完成了 4 次大的

品种更换，推广费乌瑞它、大西洋、克新一号、晋薯 7
号、晋薯 16 号、冀张薯 8 号、青薯 9 号、冀张薯 12 号、

同薯 20 号、希森 6 号等优良品种，基本实现了品种

区域化种植布局，呈现出多用途、早中晚熟，品种搭

配的多样化、商品化发展趋势 [1]。马铃薯加工企业、

专业合作社和农民经济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加工

经销能力进一步提高，宽窄行、起垄、覆膜等技术得

到了大面积推广，山西全省优质合格脱毒种薯推广

率达到 30%，马铃薯商品率达到 60%，加工转换率

达到 30%。

1.3　产业技术体系基本形成　全省已经形成以省

农科院高寒所、省薯类脱毒中心为核心，多个马铃

薯脱毒种薯制种企业共同参与的种薯产业体系，机

械化起垄、播种、培土、收获开始大面积推广。依

托全省种薯产业技术体系，开展马铃薯品质提升、

绿色高效生产、重大病虫害防控，有效推进全省马

铃薯产业实现提质增效，马铃薯科研能力得到加

强，省级马铃薯检测中心即将成立，市场进一步 

利用，农业部门与粮食部门沟通协调，实行优质优

价，达到效益最大化。四是更新换代品种，积极与

科研院校合作，引进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出适宜

本市种植的小麦新品种，满足广大农户对新品种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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