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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山夹两槽”的大竹县，因三
山阻隔，两槽中广阔的土地为种业发
展创造了独特优势。这里气候温和、
雨热同步，是杂交水稻制种的黄金区，
具有40余年杂交水稻制种历史，所产
稻种销往全国各地。

目前，全县制种面积达 3 万亩，从
事杂交水稻制种的有3000余农户，亩
均纯收入超过2000元，户均增收超过
5000元。

近年来大竹县制定了一系列产业
扶持政策，集聚优势、弥补短板，力争
到2025年，引进国家种业龙头企业两
家，制种面积达5万亩，年产种子1000
万公斤，全程机械化率达80％以上，向
国家级种业大县迈进。

收益高，成本投入也很高

高明镇同心村村民范天成从事水
稻制种 10 余年，目前种植面积达 140
余亩，是村中7个100亩以上的大户之
一。他还种了120余亩常规水稻，养了
七八头牛，年出栏肉牛10头左右。“每
年稻谷收割后，就往田里撒黑麦草，然
后在里面放敞牛。”范天成说。

算算范天成的收益，还算不错。
去年，他制种水稻收获了4.56万余斤，
卖了 42 万元；常规水稻收获了 6 万余
斤，卖了七八万元；肉牛卖了 10 余万
元。一年五六十万元的收入，在农村
不算低了。但令人不解的是，他还常
说用钱紧张，甚至不得不向合作社借。

范天成给记者算了更细的账：因
育秧、插秧、晒谷子都需要人工，忙的
时候一天要请70多个人，每人每天工
资 110 元，一年下来人工费都要 20 多
万元。加上合作社提供的机耕、机收
及植保等服务费用，成本会更高。原
因在于缺乏育秧、插秧和稻谷烘干等
机械。

同心村党委书记汤继尧说，全村
有800余户村民发展制种水稻，总面积
达2500余亩，占全村人口和稻田面积
1/3。大家承认这个产业收益高，农民
的积极性也不低，但成本投入也很

大。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户仍采用的
是几十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劳动投
入大。比如人工授粉，目前基本上还
是人在田里用棍子赶，或是用绳子
刮。根据技术规程要求，制种水稻需
父本母本 1∶5 栽植，两行父本间隔 1.2
尺的走道，两边种植母本的地方宽8.2
尺，水稻扬花季节，需人双手各持一根
棍子，沿走道前行，并往两边赶。

范天成说，去年县种子管理站从
外地请来无人机授粉的技术人员，尝
试过后认为不适宜。“我们这边田块太
小，又不规整，而且田与田之间树木
多，有的树都是几十年的大树，不便于
无人机飞行。”老范说，今年还得采取
老办法，尽管费工多也没办法。

前景好，基础建设须加强

目前，大竹县共引进了仲衍种业、
四川绿丹、四川宜字头等 6 家种业公
司，组建了三家较大的制种专业合作
社，发展起125个制种大户。以高明镇
为核心，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共覆盖了
周家镇、观音镇、石桥铺镇等 10 个乡
镇，其中高明镇面积最大，达到 1.1 万
余亩。

四川绿丹种业有限公司在高明镇
成立了子公司四川大成至诚种业有限
公司，准备长期扎根于此，将杂交水稻
制种发展壮大。大竹县周全种植专业
合作社与“四川绿丹”合作，推广的主
要品种是“宜香 2115”，仅高明镇的基
地就上万亩，年产种子200多万公斤。

大竹县周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周庆全有 40 余年杂交水稻制种经
验，他见证了大竹县杂交水稻制种业
的发展历史。“大竹县为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县，确实适合发展水稻制种，加上
县里一直很重视，所产的种子品质好，
市场认可度高，从来都不愁卖。”

但是，周庆全也直言：大部分水稻
制种基地仍然靠天吃饭，靠传统模式
生产，一旦遇到灾年，不光种植户没钱
赚，合作社也将大亏。按照以往合作
社跟农户签的订单，每亩保底产值为

1800元，哪怕田里颗粒无收，合作社也
得给农民这么多钱，但农民拿到也并
没赚多少钱，因为付出的成本太大。

“比如前年洪灾，合作社亏了100多万
元。”周庆全说。

如果旱涝保收又是什么情况呢？
周庆全给记者算了笔账：亩产约400斤
左右，按去年订单价9.4元/斤算，每亩
毛收入为3760元，除去亩均种子农药
化肥等300元左右，再除去亩均人工机
械等成本七八百元，种植户亩均纯收
入平均为2500元左右，至少也有2000
元。

“既要保证旱涝保收，又要保证节
约成本，必须对基地加大建设投入，进
行高标准农田建设，至少要进行宜机
化改造。要做到旱能灌、涝能排，田成
方、渠成网。”周庆全说。

补短板，提升品质竞争力

近年来，大竹为杂交水稻制种业
发展壮大，已经制定了一些政策：县级
财政每年固定投入200万元以上用于
杂交水稻制种产业发展；将制种基地
纳入基本农田保护，全面推进制种保
险，为新型制种主体提供每年30万元
的乡村振兴风险补偿担保贷款；落实
规模化制种20—50亩的每亩奖励200
元，50 亩以上每亩奖励 300 元等一系
列稳定发展的政策措施。

“加上来自上级部门的种粮大户
补贴 80 元/亩、水稻补贴 55 元/亩、种
粮一次性补贴33.9元/亩，一个制种大

户总共可获得每亩三四百余元的补
贴。”汤继尧说，这可大大缓解种植户
的投入成本。但要进一步压缩成本，
提高纯利润占比，还得靠推行全程机
械化。

大竹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该县杂交水稻制种产业还存
在不少短板：首先是基础设施薄弱，高
标准制种田建设标准不高，水利基础
设施配套还不完善，限制了农机效率
的发挥；其次是区域内企业核心竞争
力不强、信息化监管能力有待加强、品
牌建设有待加强等。

“今年我们将建设高标准制种田1
万亩。”大竹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王
小波说，争创国家制种大县是大竹的
发展愿景。为加快大竹制种产业发
展，提升种业品质竞争力，大竹县将实
施“五大工程”：龙头企业合作共建工
程、物质技术装备提升工程、经营主体
培育工程、现代管理体系构建工程、质
量品牌提升工程。

“关于物质技术装备提升工程，我
们重点实施高标准制种农田建设、田
间工程改造提升项目、水稻制种综合
服务站建设项目、制种技术探索创新、
种子加工仓储能力提升等5个项目，完
善提升制种基地道路、灌排等田间基
础设施，提高水稻制种综合服务能力，
升级改造种子加工仓储设施装备条
件，夯实种子生产基础。”王小波说。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道
全 曹芮铭 通讯员 李传君

集优势，补短板，提升全程机械化率

大竹：向国家级种业大县迈进 “这 60 盏太阳能路灯解决了马
蹄村人多年来夜间行路难的问题。”

今年3月以来，宣汉县天生镇马
蹄村委会一班人通过与在新疆工作
的县政协委员庞大山网上协商，由
庞大山为该村捐赠 60 盏太阳能路
灯，并于4月上旬完成安装。

据了解，宣汉县政协深入推进
“有事来协商”工作，聚焦党委、政府
工作重点，紧盯群众关心关注的热
点和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积极搭建协商平台、不断完善
协商机制。各界别、各乡镇工作委
员会，各委员工作室，通过“件对件、
面对面、网对网”等灵活多样的“微
协商”活动，拓展和深化协商内容，
激发了政协委员政治把握能力、调
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
事能力。

去年 11 月，对外友好人士界一
位委员得知宣汉县东乡街道一对夫
妻患了重病，急需社会帮助，便通过

“界别微信群”积极与本界别委员进
行网上协商，发起捐资倡议书，不到

一周时间，就收到本界别和社会各
界人士捐资 43100 元，让病患者和
其亲人深受感动。

今年以来，宣汉县政协对外友
好人士界委员坚持“守初心、尽职
责”“重学习、强根基”“促发展、见真
心”“集众智、聚活力”“云协商、解民
困”的工作理念，线上线下广泛开展
协商议事活动，组织委员积极为家
乡发展献计出力，先后引进希尔顿、
中建司到宣汉投资考察。组织委员
围绕争创全国“百强县”、改善园区
服务环境、建成“人才高地、财富中
心”等进行建言献策。鼓励委员并
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到“双
助”活动中。为家乡代言销售农副
产品。

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宣汉
县政协对外友好人士界委员爱心
捐资 7 万多元，为两个村捐赠太阳
能路灯 120 盏，整修一个农村山坪
塘。

□达州日报社特约记者 张崇
耀

巧用“云协商”绽放“新光彩”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
者 陈首江 熊廷江 通讯员 赵
悦）4月13日，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对市
第五次党代会精神、市级领导干部和
县处级主要负责同志读书班精神、市
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再学习、再领
会、再贯彻、再落实。会议紧紧围绕
学校发展定位和总体思路，对标省级

“双高”建设强举措、聚动能，积极探
索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思路。

会议强调，要以产教融合为切
入口，全面推进学校改革发展和省
级“双高”创建工作。要持续开展

“党委作示范，支部当标杆”活动、优
秀支部工作法评选活动，着力打造
党性教育基地、党建示范服务基地，
全力推进党建工作标杆院系、样板

支部、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名师名辅
导员工作室、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党
建品牌。要认真学习、研究中央、省
委、市委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积极融
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建成“四川一
流、西部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成
渝地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
地、万达开先进技术技能创新服务
中心。要坚持“走出去、引进来”，高
度重视、持续推进以达州高新区校
地合作为代表的产教融合项目，打
造校地、校企合作成功典范。要贯
彻落实市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集
聚引进高新科技研究型人才，招引
培育社会事业专业型人才，锻造培
育现代制造技能型人才，挖掘培育
乡村振兴基础性人才，全方位推动
学校高质量发展。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中心组
专题研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

村民抢抓农时种植水稻母本村民抢抓农时种植水稻母本。。（（图片由大竹县委宣传部提供图片由大竹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