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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主要粮食作物高产攻关的通知

达市府办函〔2022〕10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达州高新区管委会，达州东部经开区

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打造

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持续擦亮粮食总量“全省第一”金字招

牌，经市政府同意，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主要粮食作物高产攻

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

以部省绿色高质高效创建、优质稻结构调整、省级红黑榜资

金、产粮大县奖励和乡村振兴衔接等项目为依托，以农业新型经

营主体为载体，以高产攻关示范片建设为抓手，大力推广良种良

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绿色生态环保等先进实用技术，形成一

批可复制、易推广的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单产水平实现新突

破，辐射带动全市均衡增产，推动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再上新

台阶。

二、主要目标

到2025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单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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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391公斤，较全省平均水平提高2%。具体指标如下：

1．水稻。单个高产田块单产力争突破800公斤，百亩攻关方

平均单产突破700公斤，千亩展示片平均单产达到600公斤，带动

全市水稻单产增加15公斤以上。

2．小麦。单个高产田块单产力争突破500公斤大关，百亩攻

关方平均单产突破400公斤，千亩展示片平均单产突破300公斤，

带动全市小麦单产增加20公斤以上。

3．玉米。单个高产田块单产力争突破1000公斤大关，百亩

攻关方平均单产突破750公斤，千亩展示片平均单产达到600公

斤，带动全市玉米单产增加15公斤以上。

4．大豆。净作大豆单个高产田块单产力争突破220公斤大关，

百亩攻关方平均单产突破180公斤，千亩展示片平均单产达到150

公斤。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玉米亩产不低于470公斤），间

作单个田块单产力争突破120公斤，百亩攻关方平均单产突破110

公斤，千亩展示片平均单产突破100公斤；套作单个田块单产力

争突破150公斤，百亩攻关方平均单产突破130公斤，千亩展示片

平均单产突破110公斤。带动全市大豆单产增加10公斤以上。

5．马铃薯。单个高产田块单产力争突破5000公斤（鲜重）

大关，百亩攻关方平均单产突破4000公斤（鲜重），千亩展示片

平均单产突破3000公斤（鲜重），带动全市马铃薯单产增加10

公斤以上。

三、重点工作

（一）筛选优新品种。从全省选育种植的水稻、玉米、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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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马铃薯优新品种中，筛选适宜达州推广的突破性优质、高

产、多抗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品种各3个以上，筛选适宜

达州种植的春大豆品种2个以上、夏大豆品种3个以上。

（二）高产攻关示范

1．建设百亩攻关方（16个）。建设百亩水稻攻关方4个，其

中大竹县、宣汉县、达川区、开江县各1个；建设百亩小麦攻关

方4个，其中达川区、渠县、宣汉县、达州东部经开区各1个；建

设百亩玉米攻关方3个，其中宣汉县、万源市、大竹县各1个；建

设百亩大豆攻关方3个，其中渠县、大竹县、开江县各1个；建设

百亩马铃薯攻关方2个，其中宣汉县、万源市各1个。每个攻关方

内，创建核心攻关田10亩以上，单个田块不少于3亩。

2．建设千亩展示片（9个）。建设千亩水稻展示片2个，其

中宣汉县、开江县各1个；建设千亩小麦展示片2个，其中渠县、

达州东部经开区各1个；建设千亩玉米展示片2个，其中万源市、

宣汉县各1个；建设千亩大豆展示片2个，其中大竹县、达川区各

1个；建设千亩马铃薯展示片1个（万源市）。

（三）开展测产验收

1．县级自测。各县（市、区，包含达州高新区、达州东部

经开区，下同）自行组织初测，对有望创造高产攻关目标的主体，

在收获前，向市农业农村局申请测产验收。

2．市级验收。市农业农村局邀请组织省、市农业农村、统

计等部门专家，统筹开展测产验收工作。

3．测产方法。现场实收测产（尽量机收），每个百亩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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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千亩展示片需选取面积在3亩以上的3个田块进行测产，产量

取平均值。

四、关键技术

（一）集成高产栽培技术。推广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

多抗品种，探索作物品种高产栽培模式，积极推进水稻、小麦、

玉米免耕、直播技术配套，推广应用马铃薯起垄双行错窝栽培，

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攻关，落实种子包衣或药剂拌

种、合理密植、精量播种、科学用药、氮肥后移、增施有机肥等

高产措施，打造高产群体结构，完善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二）推进农机农艺融合。积极探索农机运用新模式，推进

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和秸秆机收还田，百亩攻关方、千亩

展示片、竞赛点综合机械化率达100%。在劳动力不足情况下，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大精量（直播）无人机和应用系统的引进

使用，实行精量播种、施肥、用药，实现粮油生产的数字化、精

细化管理，促进粮食高产。

（三）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的植保方针，加强病虫害精准监测，适时进行科学防控，重点抓

好水稻稻瘟病、稻曲病、稻飞虱、二化螟等，小麦纹枯病、赤霉

病、蚜虫等，玉米螟虫、草地贪夜蛾、大小斑病等，大豆根腐病、

花叶病毒病、炭疽病和白粉病等，马铃薯晚疫病、病毒病等主要

病虫害防治。推广高效低毒农药、先进药械和科学施药技术，开

展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百亩攻关方、千亩展示片绿色防控覆盖

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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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以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主要

粮食作物高产攻关工作专班，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具

体负责相关工作。各县（市、区）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相

应的组织机构，做到有组织、有方案、有措施、有督查、有奖惩，

确保任务落实到人、责任明确到人、工作推进到位。

（二）强化科技支撑。加强与四川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单

位技术合作，邀请省水稻、小麦、玉米、大豆、马铃薯等粮食作

物首席专家到达州开展技术培训、指导、测产等工作。建立技术

人员包片服务机制，负责百亩攻关方、千亩展示片和高产攻关的

技术指导与服务，确保各项技术措施落实落地。组织召开技术培

训会和现场观摩会，广泛开展技术交流，坚持不懈地对种植大户、

基层干部、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和专业化服务组织人员开展实用技

术培训，培养一批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农民队伍。

（三）加大财政投入。各级财政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整合

使用好粮油绿色高质高效创建、产粮大县（市）奖励资金、轮作

休耕扩种和乡村振兴等项目资金。市级财政预算500万元用于支

持主要粮食作物高产攻关，各县（市、区）要强化资金配套，每

个百亩攻关方县级财政配套不低于20万元、千亩展示片不低于

100万元。推行优质高产品种统供、肥料统配统施、病虫统防统

治、农机统一作业等专业化服务补贴，以提高技术到位率，充分

调动新型粮油经营主体开展高产攻关的积极性。认真落实好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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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等强农补贴政策，提高农户

种粮积极性。

（四）建立考评奖励机制。建立高产攻关目标考评奖励制度，

完善主要粮食作物高产攻关活动长效运行机制，把高产攻关示范

片建设和粮食作物单产水平作为对各县（市、区）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将百亩攻关方和千亩

展示片任务落实情况、建设水平、实际效果等指标纳入粮食生产

先进单位（主体）考核范畴，对在高产攻关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表扬。同时，各地组织种粮大户、农民专

合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高产攻关，单个作物攻关产量排位

全市前列的给予适当奖励和表扬。

附件：达州市主要粮食作物高产攻关工作专班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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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达州市主要粮食作物高产攻关工作专班

组 长：张 杰 副市长

副组长：王鸿钊 市政府副秘书长

卢玲宁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黄长彬 国家统计局达州调查队队长

石卫东 市统计局局长

成 员：郭天琳 国家统计局达州调查队副队长

赵 英 市统计局副局长

梁经勇 市财政局副局长

王东梅 市气象局副局长

冉小伟 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

张益海 市农科院院长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在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由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卢玲宁兼任，副主任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冉小伟

兼任，负责专班具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