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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情指数

食糖
2017/18 年度全国食糖产销已陆续展开。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全国开工生产的糖厂共有 41 家，比
上年度同期减少 5 家；全国共生产食糖 67.13 万吨，
比上年度同期增加 2.24 万吨，增幅 3.45%；全国累计
销售食糖 30.22 万吨，比上年度同期增加 2.21 万吨，
增幅 7.9%。北方甜菜产区甜菜起收已经完成，糖厂全
面开榨，甜菜出糖率比上年同期有所提升。南方甘蔗产
区为提高产糖率和设备利用率，制糖企业普遍推迟开
榨，广西、云南等部分产区前期阴雨寡照天气较多，对
糖分累积造成不利影响。

进入 12 月，全国食糖产销全面展开，其中，甜菜糖
生产进入后期，甘蔗糖生产渐入高峰。天气对全国食糖
生产尤其是甘蔗糖生产有很大影响，后期将继续关注。
本月对预测数据暂不调整。 （王方整理）

农产品供需形势
12 月分析报告发布

棉花
根据对商业库存和工业库存的调查结果，本月调

整了 2016/17 年度的棉花消费量和期末库存。本月估
计，2016/17 年度，中国棉花消费量调增 19 万吨至
828 万吨，期末库存下降 19 万吨。其他数据和上月估
计保持一致。

本月预测，2017/18 年度，中国棉花播种面积为
3293 千公顷，单产为每公顷 1662 公斤，总产量为 547
万吨，均较上月预测增加。进入 12 月份，全国新棉采
摘基本结束，新疆等主产区棉花单产和产量数据进
一步清晰。其中新疆棉花单产和总产同比分别增长
约 8%和 11%，棉花质量较上年明显提高。

2017/18 年度棉花进口量预测为 100 万吨，消费
量预测为 822 万吨，期末棉花库存降至 700 万吨。新
年度国内棉花市场将平稳运行，3128B 级棉花均价预
测保持在每吨 14500~16500 元区间。国际棉花供需格
局宽松，预测 2017/18 年度 Cotlook A 指数均价在每
磅 70~85 美分区间运行。

本月预测，2017/18 年度，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中国玉米播种面积 35445 千公顷，比去年减少 1315
千公顷。玉米单产每公顷 6091 公斤，比去年每公顷
增加 118 公斤。玉米产量为 2.16 亿吨，比去年调减
366 万吨。

玉米进口量预计为 100 万吨，比上月调减 50 万
吨。玉米消费量为 2.21 亿吨，比上月预测数调增 534
万吨。其中，饲用消费稳步增加，预计达到 13835 万吨，
比上月调增 332 万吨；受深加工需求拉动以及燃料乙
醇政策影响，玉米工业消费预计达到 6330 万吨，比上
月调增 200 万吨。玉米出口量预计为 50 万吨，比上月
调增 20 万吨。年度结余变化量减少至 457 万吨，年度
产需缺口有所扩大，国内玉米产区批发均价提升到
1600~1700 区间。但由于高库存的存在，玉米市场仍将
保持供大于需格局。

玉米

食用植物油
本月预测，2017/18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

2781 万吨，比上月预测值调增 5 万吨。主要是因为花
生和籽棉单产调增，使得花生油和棉籽油产量调增。
2017 年花生生长期内气候条件总体良好，单产比上年
增加，虽在收获期受较长阴雨天气影响，水分增加，但
因烘干晾晒措施较为及时，后期优质花生上市量将逐
渐增加。11 月江淮、江汉和西南地区大部光温基本适
宜，土壤墒情良好，总体利于油菜播栽和幼苗生长；而
江南和华南多雨寡照不利于油菜稳健生长，需进一步
加强关注。中国食用植物油进口 628 万吨，消费量
3190 万吨，均与上月预测值持平。

本月预测，2017/18 年度，中国大豆播种面积
8194 千公顷，比上年度增加 986 千公顷，增幅 13.8%；
大豆单产每公顷 1817 公斤，比上年度增加 1.2%；大
豆总产量 1489 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195 万吨，增幅
15.1%；大豆进口量 9597 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248 万
吨，增幅 2.7%；大豆总消费量 1.11 亿吨，比上年度增
加 245 万吨，增幅 2.3%。本月大豆市场供需形势与上
月预测数保持一致。

今年国产大豆增产幅度较大，市场供应量增加，
近期东北主产区国产大豆价格有所下跌，预计
2017/18 年度国产大豆销区批发均价区间为每吨
4175~4375 元，保持上月预测数不变，中间价较上年
度均价下跌 7.8%；进口大豆到岸税后均价区间为每
吨 3050~3250 元，保持上月预测数不变，中间价较上
年度均价下跌 5.0%。

大豆

在头季水稻收割后，采取一定的栽培管理
措施，稻桩重新发苗、长穗和开花结实，可以再
收获第二季，这被称为再生稻，亦称“一种两
收”。该模式实现稻田一次耕整、育秧和栽插，
收获两季稻谷，具有诸多优势。

不过，在再生稻的大面积生产中，还面临
一些瓶颈。只有克服这些问题，再生稻才能为
国家粮食安全再立新功。

为粮食增产出把力

荆楚大地的稻田，远远看去，黄绿条纹相
间。仔细一瞧，金黄色的是成熟的水稻，但株型
比普通中稻矮，绿色的稻株则基本不长稻穗。
这就是再生稻田。

再生稻的特点是，在一季稻成熟之后，只
割下稻株上约 2/3 的部位，收取稻穗，留下下
面的 1/3 植株和根系，施肥和培育，让其再长
出一季稻子。由于在原有的根系上再次生长，
大约 2 个月后水稻便可成熟收割。

通常第二季稻的颗粒要比第一季小一些，
但稻穗数要比一季多，因而产量也不少。两季
总计一般比其一季稻的产量增加 50%，对粮食
增产有重要意义。

适合种植再生稻的地区主要是那些阳光
和热度不够种植两季稻、种植一季稻又有余的
地区。统计表明，我国如今水稻种植面积约为
2 亿亩，其中有 5000 万亩的地区适合推广再
生稻。福建省尤溪县每年种植再生稻近 10 万
亩，头季平均亩产 600 公斤，再生季平均亩产
300 公斤。按此计算，我国每年可增产稻谷
2000 万吨，发展再生稻是确保中国未来粮食
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然而，传统再生稻生产头季需要人力收
割，费时费力，而头季采用机收由于碾压伤茬
而影响再生芽的生长，再生季产量低。为解决
这一技术瓶颈，自 2008 年起，由华中农业大学
牵头，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长江学者彭
少兵和黄见良教授联合湖北省相关单位开展
了一系列攻关研究，并在黄冈市蕲春县等地建
立了示范基地。通过 9 年努力，创建了适于头
季机收的一种两收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让
再生稻为粮食生产再加力。

专家组在蕲春县对湖北省水稻“一种两
收”技术体系进行验收，经现场测产，水稻“一
种两收”全程机械化大面积示范区亩平均产量
达到了 1030 公斤。

蕲春县八里湖办事处余赛大队种植户龚
新福种植的再生稻田块，被随机抽取为测定田
块。现场测产表明，再生季亩产达到 424.4 公
斤。“全程都是机械化，二茬能到这个产量很满
意，头季有 600 多公斤，这样一亩田就是吨粮
啊！”55 岁的龚新福高兴地说，他种了 65 亩
田，其中 42 亩是再生稻。

龚新福算了一笔账，与同样收两季的双季
稻相比，再生稻不仅少一次耕地，省一季种子，
还能少施肥和基本不打药，秸秆也不用烧，更

重要的是省工，他们老两口空出时间可以去搞
稻田养虾等，年收入比儿子在城里务工赚得还
多。“再生稻品质好，还比头季稻好吃呢。”龚新
福说，现在农村缺少劳动力，再生稻很受村民
们的欢迎。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黄
见良说，湖北蕲春、沙洋、洪湖等地是“一种两
收”技术应用的典型区域，比单种一季中稻亩
均增收 600~800 元，可在长江流域适宜稻区广
泛种植。

参加测产的专家认为，湖北省生态气候、
土壤以及水资源条件符合再生稻生产，是我国
再生稻发展的优势区域，全省适合再生稻的种
植面积可达 500 多万亩。如果湖北能推广 350
万亩再生稻，仅此一项就可增产稻谷 7.5 亿斤，
每年增收 10 亿元以上。

彭少兵表示，“再生稻的产量和品质还有
提升空间，也符合目前农村的实际，容易被农
民接受，如果能在全国逐步推广，将对保障粮
食稳定增产，提高种粮效益具有积极意义。”

越过几道技术门槛

彭少兵说，头季机械化收割可以省时省
力，提高生产效益。蕲春县赤东镇和洪湖市沙
口镇两地的试验数据却显示，头季人工收割处
理再生季平均出芽率明显高于机械收割，机械
收割未碾压部分出芽数为人工收割的 71.8%，
碾压部分出芽数仅为人工收割的 25.4%；机械
收获比人工收获有效穗数降低 22.6%~50.9%，
减产 23.4%~41.9%。

“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头季机械收割碾压
显著降低再生蘖的萌发；其二，再生稻全程机
械化生产中农机与农艺相结合的栽培技术研
究滞后。”彭少兵表示，“试验还表明，高留桩下

倒 2、倒 3 节位再生芽成穗对再生季产量的贡
献率为 94%，收获时保护好高节位芽是高产的
关键。建议留茬高度保留倒 2 叶叶枕，对于大
多数品种来说，对应的留茬高度约为 40 厘
米。”

可见，头季稻人工收割可增加再生稻产
量，但成本高，而普通收割机的机收又会影响
再生季产量。减少碾压毁蔸是技术关键，再生
稻专用收割机研发刻不容缓。目前，华中农大
研发的再生稻专用收割机已初步成型。

彭少兵表示，再生稻的大面积生产还存在
下列瓶颈：适于机械化生产、高产优质且再生
力强的品种不多，农民在应用机收再生稻技术
时，大多随意选择品种，常常有品种再生力不
强，产量不高；催芽育秧技术、头季稻播期和大
田栽插密度的掌握及头季机械收获等相关技术
没能落实到位；头季机收模式下施肥和管水如
何相应地调整等缺乏技术指导；排灌不方便，农
田水利条件普遍较差，灌溉水缺少保障。

品牌和产业开发尚不配套也是一大制约因
素。从再生稻的全产业链来看，产业开发没有跟
上，品牌创建乏力，企业带动力不强，适合中高
档消费的绿色再生稻米宣传营销还不够。此外，
部分地方没有把再生稻作为一季粮食纳入统
计，各项措施特别是投入跟不上，还抱着有收就
收、无收就丢的态度，没有真正当一季庄稼种。

彭少兵对此建议，大力开展机收再生稻品
种的筛选及换代研究工作，尤其注重产量潜
力、头季抗倒、再生季整精米率高、抗稻瘟病的
品种，并探索相应的栽培技术。

前景仍然广阔

农业部出台的《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
（2016-2020 年）》提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华

南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再生稻，在西南地区发展
再生稻。

以湖北省为例，近年来，在各级农业部门
重视推广下，经过湖北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水稻“一种两收”创新团队和广大农民的共同
努力，湖北省再生稻面积从 2013 年的 44.7 万
亩增至 2017 年的 230 万亩，一批有市场发展潜
力的再生稻米品牌正在异军突起。

在当前农民种粮意愿不强的情况下，再生
稻何以在湖北实现“逆袭”？“机收再生稻高产
高效集成技术应用示范”项目负责人、华中农
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彭少兵表示，

“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创新和推广新型高
产高效粮食种植模式，更加突出农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是
大势所趋。”

彭少兵认为，“机收再生稻顺应了这一趋
势。就湖北而言，再生稻生产的区域生态条件
良好，适合种植再生稻的面积最高可达 800 万
亩。”

专家总结机收再生稻“三高二好四省”的
优势：再生稻显示出投入产出率高、劳动效率
高、经济效益高，稻米品质好、市场前景好，省
工、省种、省肥、省秧田等特点，有着良好的经济
效益、商品价值和生态效益。

从品种筛选、田间管理、收割等全生产环
节，项目已初步制定出比较完善的技术规程。
测产结果显示，该项技术近年大面积示范区两
季粮食亩产超过 1000 公斤，示范区每亩比双季
稻生产可增收 800 元以上。

蕲春县在再生稻种植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归纳起来主要是“十抓”：抓适宜品种、抓尽
早播栽，一般播期安排在 3 月 20 日 ~25 日前
后，头季稻能在 8 月上旬成熟收割最为有利；抓
合理密植、抓肥水管理，施用促芽肥较提苗肥
更重要；抓综合植保、抓全程机械化；抓示范带
动、抓综合攻关；抓宣传推广、抓政策扶持，通过
整合相关项目，从落实专人专班服务指导、开
展农民技术培训、落实物化补贴多方面支持再
生稻发展，每年投入扶持资金 200 万元以上。

“产量高米质优，风险低效益好，再生季病
虫害轻，基本不施农药。”彭少兵表示，“绿色再
生稻，完全可以成为湖北农业又一张新名片。”

据悉，湖北省正在适度扩大再生稻面积，
推进产业化开发，并把品质和效益放在研发的
首位，在第二季的时候做到少施肥，基本不打
药。紧紧依靠科技进步，进一步规范技术模式，
实行全程机械化，加快专用品种的选育和推
广。普及适度密植、高留茬等增穗技术，加强促
芽肥等关键技术的应用，提高再生季有效穗
数，研究解决机收等技术瓶颈，努力提高单产。
大力开展“油菜（肥用、菜用、饲用）+ 中稻＋再
生稻”高产高效种植模式、收获模式等配套技
术研究和推广等。

目前，湖北省已在黄冈、荆州等地制定了
促进再生稻发展的措施，要继续研究支持再生
稻生产的政策保障、物质保障和技术保障。

产业透视

再生的水稻 增值的良田
姻蒋建科 本报记者王方

“‘红色股份’在退耕还林工程中发挥着
积极作用。”近日，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调研
组刘再请、朱永杰、陈应发、高立鹏等，前往
云南红河州红河县就退耕还林工作进行调
研，他们现场踏勘、座谈访问后得出了这一
结论。

调研组专家、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朱永杰
表示，“红色股份”是在党中央“三农政策”指
引下，在我国农村出现的一种新事物。它是积
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和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是发展农村公
益事业、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民富裕的有益
尝试。

红色股份融入退耕还林

退耕还林工程始于 1999 年。18 年间，工
程在我国山区推进中涌现出了多种形式。其
中，“企业 + 村民”的经营组织形式在自然条
件较好的区域比较普遍。大量经营公司与退
耕户联手，进行山地林业的经营活动。

在利用退耕地发展经济林和用材林的经
营项目中，社会资金进入集体林经营。但如何
科学协调山区退耕村民与经营公司之间的关
系，一直是令人非常头痛的事情。

经营公司愿意将资金投入到自然条件较
好的区域，土地流转的地租往往会水涨船高。
但在起步阶段，农林经营活动往往没有经济
收益，对于公司的“船”造成较大的风险。大多
数经营公司在与村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博
弈中苦不堪言。面对村民的迟疑与观望，经营
企业缺乏社会工作经验和权威，交流和沟通
效果欠佳，阻碍了工程的深入。

这时候，“红色股份”出现了。这一机制的
基本做法是：县（州）级党组织设立红色股份
项目，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明确专人负责试点
工作。利用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建立“红
色基金”。当地基层村党组织提出申请，在上

级党组织批准同意的基础上，可获得一次性
10 万～20 万元的项目借贷启动金。借款限期
3 至 5 年不等。借款期满后，可经过协商，或归
还本金，或追加股本，或收益留作村集体收
入，由集体决策形成。

调研组在考察中看到，这一机制在退耕
还林工程中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调研组
走进红河县迤萨镇齐心寨村，他们发现，“村
党支部 + 合作社”构成了一个系统运行枢纽，
将村民和工资联系起来。

县委组织部设立了“红色股份”，向公司
入股，使代表集体管理的合作社有了一定的
集体经济积累，参与沃柑扶贫产业示范园经
济效益分红。

据了解，村民与合作社签订土地（租赁）
合作（流转）协议书，土地流转期为 30 年。协
议规定：每年合作社向村民每亩支付 1000
元作为基本土地流转保证金。参与合作经营
的村民以土地前四年租金的 40%入股合作
社。合作社每年支付村民 600 元。从第 5 年
以后，开始实行阶梯式分红模式。即：1～4
年每年每亩 600 元；5～10 年每年每亩 2100
元；11～20 年每年每亩 2600 元；21～30 年每
年每亩 3100 元；签约年租金一次性付清，第 5
年起每年一付。

“四两拨千斤”

调研组分别对经营者、村民、村干部、退
耕还林管理人员数十人进行了访问。参与退
耕的村民普遍对这种形式表示赞同。

以往，当地的甘蔗和水果产量低、质量
差、卖不出好价钱、经济收益很少，而且不确
定性太高。通过公司经营品质好的沃柑，收入
大为提高。村民们可享受退耕还林补偿款、土
地流转租赁金、在公司劳动的工资，以及未来
公司经营的股东红利。

调查组算了一笔账，按照“退耕还林”政

策计算，农民退 1 亩坡耕地，参与合作社经营
活动 30 年可获 70000 元总收益, 规定 30000
元保底。如村民到沃柑种植园务工，每月工
资收益 2500 元左右，加上固定土地流转年
均经济收益 2333 元，月平均经济收益可达
4830 元。

据悉，红河牛多乐庄园经营的沃柑已经挂
果，鲜果很早就全部被预订。公司负责人告诉
调研组，4 年前做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难了。资
金和技术都不是问题，最难的从当地村民手
上租赁土地。不少村民待价而沽，土地租赁工
作进展缓慢。公司与政府合作，由当地村党组
织负责解释和说服。

在红色股份机制的推动下，土地租赁进
展顺利。公司负责人认为，村合作社参与管
理，有助于公司节省沟通成本。每年支出 5
万元保底收益支持集体经济，对公司管理而
言是值得的。

地方退耕还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认为，退
耕还林是迄今为止我国政策性最强、投资量
最大、涉及面最广、群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项
生态建设工程，也是最大的强农惠农项目，是
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建设工程。而基
层党组织和村委会的积极参与，有效地解决
了沟通问题，降低经营风险。当地党委和政府
用较少的资金投入建立“红色股份”机制，解决
了龙头企业带动村民合作经营的难题，确实
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调研组专家认为，
在推动退耕还林、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企业、农户等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红色股份”机制在当地
退耕还林工作平台中，将两个主要利益相关
者联系起来，介于经营企业与农户之间，发
挥了缓冲和调节等积极作用。当地村党组织
最了解现实情况和老百姓的想法。让其参与
退耕还林具体工作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退
耕还林”政策与措施落地。 （铁铮张晴丹）

“红色股份”染绿退耕还林工程

金正大集团荣膺
2017 中国社会责任杰出企业奖

本报讯 12 月 6 日，“第十届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峰会暨 2017 中国社会责任公益盛典”在
北京举行。在本次盛典上，金正大集团凭借在
帮助农民增收、促进农业发展、慈善公益等方
面的努力获得了 2017 中国社会责任杰出企业
奖。该奖项旨在表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际
践行社会公益中具有典范意义的突出企业。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鉴（2017）》也在现场
同期发布，金正大集团的 2 项实践案例“创新绿
色发展 厚植美丽中国”与“用心实施惠农工程、
鼎力支持教育事业”成功入选，并随书发行。

获颁此奖是对金正大服务“三农”、追求绿
色生态农业的认可。成立 19 年来，金正大以

“帮助农民增收、促进农业发展”为宗旨，致力
于成为“世界领先的植物营养专家和种植业解
决方案提供商”，全力实施“技术、服务、公益三
位一体发展战略”，实现了企业经济效益、环境
效益、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 （兰欣）

首农集团三元种业
输出“养牛精英”

本报讯 近日，中国牛精英创新创业教育
联盟召开“牛精英联盟第三届年会暨第七届
暑期实习汇报会”，首农集团三元种业首农畜
牧高管党委副书记副总裁张九迎、副总裁兼
奶牛中心主任麻柱应邀出席。

张九迎介绍，首农畜牧自 2012 年以来，由
多名高级技术人才担任校外指导教师，同时
为“牛精英”学员提供实习基地和实习指导。

“牛精英”计划将实践课堂与教室课堂相结合。
自 2012 年至今，指导教师将《青贮与全混日粮
制作》课程 60%内容移至田间地头和牧场，超
过 260 名学生接受现场指导与训练。

“我们非常认可‘牛精英’这种培养模式，在
首农畜牧实习的‘牛精英’学生都很优秀。我们
发现参与‘牛精英’培养的学生，他们在学校阶
段更早参与生产实践，缩短了毕业生们进入企
业后的培养时间，可以更早、更快地成为企业的
骨干。我们热忱欢迎‘牛精英’加入首农畜牧。”
张九迎说。 （张小奇）

“红色股份”是我国农村出现的一种新事物。它是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和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是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民富裕的有益尝试。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再生稻

12月 12日，农业部在中国农业信
息网发布《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
（2017年 12月）》。农业部市场预警专
家委员会对玉米、大豆、棉花、食用植物
油、食糖等 5个产品的供需形势结合数
据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农企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