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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天下，食安民心。我省年产稻谷240
亿公斤左右，是我国稻米产量第一大省，但
产业发展仍存在下列突出问题：一是湖南稻
米基本上都是籼稻，品质相对较差，销售不
畅，售价不高，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
性；二是适应市场需求和城乡居民稻米消费
结构变化的粳米在湖南市场较难寻觅；三是
2013年在广东发生的大米镉超标事件，对我
国特别是湖南稻米产业冲击很大，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根据粮食安全、市场需
求和民生需要，建议重视发展粳稻产业，促
进我省稻米产业提质升级。

一、开发粳稻产业的可行性
1.南方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粳米消费区
籼稻和粳稻是水稻的两个亚种。籼稻

直链淀粉高、胶稠度低、胀性大，一直被急
需温饱、人口密集的南方城乡居民所接受
和认可。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越来越强烈，对稻米的食用品质越来越重
视，粳稻具有直链淀粉含量低、胶稠度高、
米胶长、适口性好等特点，越来越受到南方
城乡居民的青睐。据研究，居民人均收入每
提高1%，粳米消费量便增加0.15%，而籼米
需求量则下降0.14%。据中国工程院的统计
显示，自 2000 年到 2015 年，全国人均稻米
消费总量从 107 公斤下降到 99 公斤，但其
中粳米人均消费量却由 26 公斤上升到 36
公斤，净增了40%。稻米消费已由籼米向粳
米快速转变。

2.发展粳稻已上升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粳稻不是一个普通的粮食品种。扩大粳

稻生产，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总体水平、品
种结构调整和区域优势发挥。当前，我国粮
食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结构性矛盾日益凸
显。粳稻人均消费量迅速增长，市场需求持
续扩大，粳稻的发展已经成为影响粮食安全
的关键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确保粮食安
全的核心是口粮，口粮供给的关键是稻米，
稻米供给的关键是粳稻。2012年国务院发布
了《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
着重指出要积极推进南方稻区“单改双”工
作，稳步推进江淮等粳稻生产适宜区“籼改
粳”工作，尽快启动长江中下游双季稻区发
展“早籼晚粳”。“籼改粳”是继南方水稻生产
上“高改矮”、“常改杂”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技

术变革。目前，我国南方稻米产区正以“粮食
提质增效、粮农增产增收”为目标，积极推进

“籼改粳”工程。
3.非传统粳稻产区正加快粳稻发展
上海大约于1990年左右，在我国南方

稻区最早实现了“籼改粳”的转变，如今已
100%种植，率先在粮食上实现由追求温饱
向追求食味口感的转变。江苏发展粳稻从
1986年开始起步，1990年才逐渐被接受，90
年代中后期实现快速发展。到目前粳稻种
植比例达到90%以上。湖北、江西、重庆、海
南、河南等省市将发展粳稻作为提高水稻
品质的一项重要抓手，以满足国内外日益
增长的需求。

二、发展粳稻产业的优势
1.粳稻对镉的吸收转移能力较低
籼稻对镉的富集能力比粳稻更强，这

可能是南方稻米镉超标的一个重要原因。
田间试验表明，粳型基因导入籼稻品种后，
含有该基因型的籼稻近等基因系籽粒镉含
量水平显著下降。这个研究也同时表明，在
相同的土壤、水质等环境条件下，粳稻对镉
的吸收转移能力较籼稻低，粳米比籼米更
具食用安全性。

2.粳稻能提高水稻生产安全性
除易受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和病虫

害等生物危害外，湖南水稻的生产安全还
受到寒露风冷害威胁，造成产量降低，甚至
绝收。粳稻比籼稻耐低温，抽穗扬花的适温
下限为20℃，比籼稻低3℃，粳稻的安全抽
穗扬花期比籼稻晚。即使在相同时间、强度
的寒露风影响下，粳稻所受损失更小甚至
不受影响。因此，湘南湘西发展粳稻生产，
更有利于提高水稻生产的安全系数。

3.粳稻能提高稻米产业效益
粳稻品质高，特性优。粳稻米质一般优于

籼稻米。同时，粳稻精米率比籼稻一般要高
5%-8%，加上现在粮食市场是“优质优价”，因
此，种植粳稻具有比较效益。从2010年以来，
粳稻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屡刷历史新高。
2017、2018年优质粳稻每50公斤市场价最高
已达155~165元，比优质籼稻高出30~35元。

三、粳稻产业发展的对策
应围绕我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聚焦稻米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和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开发培育粳稻产业。以发展粳型超

级稻为主线，以改善稻米品质、提高产业效
益为目标，持续推进全产业链开发，培育和
壮大龙头企业，促进粳米的加工与流通，提
升粳米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力争
成为产米强省，为人们提供优质大米。

（1）加强粳稻品种选育和推广。整合我
省农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力量，加强我省粳
稻特色种子资源库建设，加大杂交粳稻品
种的选育工作，选育出一批优质、高产、高
抗（多抗）的粳型超级稻新品种。

（2）加强粳稻生产关键技术集成研究。
集成精确定量播种、粉垄栽培、定量移栽、
测土配方平衡施肥、干湿交替节水灌溉、病
虫害综合防控等稻作关键技术，建立精确
定量粳稻栽培技术体系；加强农机与农艺
技术配套，建立完善的机播、机插等机械化
技术体系；集成稻渔共作、稻草还田、绿色
防控病虫害等关键技术，建立无公害、生态
生产技术体系。

（3）加强粳稻示范基地建设。选择区位
优势好、生态条件佳、技术力量强、产业基
础好、生产规模大的地区建设一批高质量
的粳稻生产示范基地。通过区域特色资源
整合、人才和技术力量集聚，科学规划，有
序推进，促进粳稻无公害、绿色、有机粳稻
生产与发展。

（4）推进粳米产业化开发。在籼稻传统
生产区，有意识地培育粳米加工龙头企业，
加强科普宣传工作，引导粳稻消费观念，建
立“龙头企业+农技部门+基地农户”的粳稻
产业化共同体，通过订单生产、合同收购方
式，引导农户发展粳稻生产，培育粳米名牌
精品，开拓国内外市场，提高市场知名度和
市场份额。

（5）加强粳稻方面的科技普及与推广。
重视对现有精确定量栽培技术、旱育抛秧
技术、稻草还田、粉垄栽培技术、机械化插
秧技术、稻渔共作等重大技术的立项推广，
充分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现代传播手
段，结合农民集中培训等方式，广泛宣传粳
稻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充分利用各种
农业项目，树立典型和样板、展示最新成
果；采用“专家进大户，大户带小户，农户帮
农户”等科技入户方式，通过集中授课、发
放技术资料、出宣传栏、现场指导等形式，
确保科技种稻进村入户到田。

◆深度观察

发展粳稻产业 保障粮食安全
关于培育发展我省粳稻产业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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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民本情怀，把信访工作
做到群众心坎上，切实解决群众
信访难题，才能聚人心、得民心，
夯实党执政为民的基础。

（一）处理集体上访技巧。集
体上访一旦发生，信访工作人员
就应当立即进行劝阻、疏导、宣
传、教育，具体应做到：

1、做好超前工作。对于可能
引发群众集体上访的因素，信访
工作人员应做到心中有数，并主
动采取积极预防措施，化解纠纷，
将主要问题解决在基层，在萌芽
状态。

2、认定目标，消除萌芽。一般
情况下，群众集体上访之前都有
一些迹象，信访工作人员应当及
时捕捉苗头，早发现，早疏导，及
时对掌握的信息进行判断分析、
综合处理，使工作做在前头，化被
动为主动，尽力将集体上访的纠
纷化解于萌芽。

3、统筹协调，综合处理。对群
众集体上访的处理是一项政策性
强、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工作，仅
靠信访部门难以处理妥当，必须
依靠各单位负责人，统筹协调，综
合处理。

4、层层负责，稳定基层。贯彻“分级负责，归口办理”
的原则，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将事态稳定于基层，矛盾发生于哪一级、哪一部门，就
应当由哪一级、哪一部门全权负责，善始善终地处理，决
不能上交矛盾，推卸责任。

5、坚持原则，不乱许诺。处理集体上访要坚持实事求
是原则，“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教
育群众依法信访，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凡属
合理要求，必须认真帮助解决；部分合理，解决合理部分；要
求合理，但涉及全局难以一时解决的，要说明清楚，讲清原
则，决不能胡乱许诺，以免陷入被动。对于一些无理取闹的，
决不能在压力下作无原则迁就，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二）减少重信的技巧。重信，是指群众在来信中为反
映和要求解决同一问题而多次反复的来信。这种形式大
多表现为信访者在同一地点多次信访、逐级反复信访、同
一信件多投等几种状况。

1、坚持复信制度，提高复信质量，对于群众来信，坚
持每信必复。一是直接复信，对于来信内容清楚，要求解决
或询问的问题较简单，又有明确政策规定，复信应当明确
无误地答复。二是可随转办信，批复承办单位直接复信。

2、做好初信处理，提高“一次清”指数。对于初信所反
映的问题，要仔细分析，认真权衡，对于要求合理按政策
又能解决的，要及时处理，争取一次性彻底解决。

3、明确归口，分清责任。为防止相互推诿扯皮而造成
的重复信访，信访工作人员应当分清反映问题所涉及的部
门，理顺关系，确定主要责任部门与人员。对于涉及跨单位
跨部门的来信，应当报请主管领导签字，确定一个主管部门
牵头，组织协调好相关单位与部门，齐心合力，解决问题。

4、加强催办，督促检查。交办信件应建立严格的催办
制度，自受理信件始，就应当做好立案、发函、交办、查处工
作，定期检查落实情况，力争做到“件件清楚，事事落实”。

（三）处理重访老户的技巧。重访老户是信访工作中
较难处理的“老大难”，涉及面广，执行难度大，协调困难。
对于这些人，信访工作者要遵循国家的法律法规，坚持信
访工作原则，将说服教育与必要的疏导手段结合，认真调
查，负责处理。

1、分级负责，上下配合。认真调查研究，本着谁对口，
谁处理的方针，凡属本部门应当处理的问题，必须迅速办
理；对于隶属下级单位或相关部门处理的，要及时归口交
办，并加紧催办。

2、不同情况，区别处理。因人因事而异，不搞一刀切。
要认真检查信访内容，对于合理而紧迫的问题，应请地方
相关部门协同尽快解决，对于过高要求或无理纠缠的，应
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尽快返回原地。情节严
重、妨害社会秩序和工作秩序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信访条例》的，应移交公安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3、“一定三包”，措施得力。对于重访老户，有关地区
或单位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先将其稳定于当地，然后
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妥当处理。“一定”即定任务，“三包”即
包调查、包处理、包做思想工作。对于重访老户，要施行主
要领导包案制，深入细致地做好他们的疏导、劝服、诱导
工作，使矛盾得到缓解，避免造成事态无限拖延、扩大。

4、灵活与原则性相结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
把握原则性，不能违反国家政策和法律，又要采取适当灵
活变通性，特事特办，尽力多考虑其实际困难，创造条件
予以逐步解决。

（冯世民、何楠：城步苗族自治县信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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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2月23日，湖北省委组织部报请
省委同意，提拔重用4名在疫情防控一线表
现突出的干部。时隔一天，湖北省纪委监委
通报9起典型问题，10名党员干部因违反疫
情防控工作纪律规定，履职履责不力受到
党纪或政纪处理。

细察被提拔重用和受到处理的干部，不
难发现，表现突出的干部不光是在大灾大难
中彰显英雄本色，在平时的工作中也是勇于

担当、积极作为的好干部。而那些受到处理
的，不仅仅是在这次抗疫中履职履责不力，
在日常工作中，也是作风懒散、庸碌无为的
角色。难怪有人感言：抗疫“大考”后，党员干
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有危机感。

如何正确认识、对待危机和压力，是为
政者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干部有压力，干事才会更有动力，落实
才会更加给力。干部有危机感，群众才有安

全感、幸福感。作为带头人、领路者，党员干
部的责任不仅关乎个人，更关乎一个地方的
发展、一方百姓的福祉。干部的危机感，不能
功利地理解成担心自己的“帽子”和“位子”。

把表现突出的干部提上来，把庸官从岗
位上拿下，是倡导一种“能者上、庸者下”的用
人导向，是彰显一种“爱人才、给舞台”的正
气，更是表明一种“治庸懒、促发展”的举措。
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理应经常怀
有创新发展“时我不待”的紧迫感、正视自身
能力不足“急起直追”的恐慌感、遵循党纪国
法“如履薄冰”的敬畏感、造福一方“无功即
过”的危机感。如果仅仅满足于平平安安“占
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
子”，就会错失发展机遇，误事误己更误人。

(刘克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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