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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推广生态轮作模式

5月13日，三亚市天涯区黑土田洋热

闹非凡，刚收完去冬今春的冬季瓜菜，又

迎来“钱粮双丰收”示范现场观摩会。几

台插秧机同时开耕，水田里留下一排排

青翠的禾苗。

在三亚市天涯区水蛟村、羊栏村田

洋1400余亩水稻田里，采用CRO种业新

模式制种的水稻收割完，将种植绿肥田

菁。南繁季结束后，三亚市为保障南繁

用地质量，提升南繁基地地力的绿肥种

植陆续展开。

过去，三亚市的南繁科研用地在冬

春季做完南繁育种试验、冬种瓜菜收割

完毕后，夏秋季大多闲置不种。为有效

提高土地利用率，三亚市推行南繁用地

“分时托管”、农户土地“分时出租”等农

业种植模式，盘活土地资源。

“综合考虑农户生产种植习惯和南

繁育制种特点，优化种植结构，我们总结

推广4种主要轮作模式，提高土地复种指

数和产出，保障粮食产量。”三亚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目前，“育种+水稻+绿肥”轮

作模式主要覆盖南繁科研用地，已累计

推广约2.5万亩；“瓜菜+制种+绿肥”轮作

模式重点兼顾南繁科研育制种、冬季瓜

菜生产季节性用地特性，已累计推广约

2.5万亩；“瓜菜+水稻+绿肥（水稻）”轮作

模式重点结合三亚市冬季瓜菜生产季节

性用地特性，已累计推广约3万亩；“瓜

菜+瓜菜+水稻（绿肥）”轮作模式综合了

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的高效利用，已累

计推广约2.5万亩。

据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南繁用地“分时托管”由南繁单位

提供闲置土地资源，在非南繁季农田可

得到管护，获得科研项目合作支持，平

台公司承担粮食生产任务。农户土地

“分时出租”由村集体合作社统一整合

农民冬季瓜菜季节后的闲置土地，以土

地租金入股方式与平台公司合作，从而

实现农民有租金收入，村集体经济壮

大，解决土地撂荒，确保粮食生产任务

的四赢。

多措并举保障粮食安全生产

为保障粮食安全生产，三亚通过品种

更新、提升地力、机械化种植、扩大种粮补

贴等措施，助力实现“钱粮双丰收”。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三亚市热带农

业科学研究院在那受村推广千亩优质高

产水稻示范种植，引导农民实施绿色、高

质、高效模式，辐射带动农民种植优质水

稻新品种。“优质香米稻种免费发，种出

来的稻谷回收价比市场高，我们农民都

乐意种。”拿到免费发放的优质稻种后，

育才生态区那受村种植户苏学民高兴地

说。

连续耕作，地力下降难免。“为提升

地力，我们推广绿肥种植、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实施生物碳土壤

补碳工程。”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经过系列地力提升措施，耕地土

壤地力得到改善。

为扩大粮食种植补贴政策覆盖面，

有效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三亚2022-

2023年共发放各类涉粮补贴9000余万

元，包括完成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完成粮

食生产农资补贴、完成南繁供地补贴。

农民从“不愿种”变成“想多种”

“豇豆采收完，立即翻整土地种水

稻，多种一季作物就能多一份收入。”收

完瓜菜后，三亚市育才生态区农民苏其

文就抓紧时间整地插秧。“政府加大补贴

扶持力度后，农户们都愿意夏秋季种植

水稻了。”苏其文说。

此前，三亚农民轮作种植积极性之

所以不高，主要是加种一季水稻基本上

不赚钱。而推行生态轮作模式，通过统

一管理模式，有效盘活耕地资源，有效解

决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耕地“非粮化”

等问题。

“经过地力提升等措施后，土壤地力

得到有效改善。”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绿肥是很好的有机肥源，种

植绿肥能补充土壤有机物质，利于土壤

有机质积累，能促进土壤原有有机质的

矿化与更新，显著提高土壤全氮及碱解

氮含量，起到培肥地力的作用。

崖州区坝头基地的监测结果显示，

实施生态轮作模式两年来，耕作层土壤

的有机质含量增加了8.5%，PH值上升了

0.15，耕地地力得到提升。连续多年种植

绿肥后，土壤板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通

透性、持水性增强，保水保肥性能提升，

农田的耐旱、耐酸碱等抗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也得到提升。

地力的得力，作物产量提高也顺理

成章。调查数据显示，生态轮作区域水

稻、冬季瓜菜等农作物单产呈逐年上升

趋势。水稻高产高质示范项目地块，亩

产量均有5%以上的提高（平均亩产从

780—960 斤/亩提高至 850—1100 斤/

亩）。

同时，通过数据对比，实施生态轮作

模式以来，水稻、冬季瓜菜等病害发生呈

下降趋势。冬季瓜菜生产中后期是豇豆

枯萎病发病的高峰期，比较每年生产后

期同期数据发现，2022年发病率分别为

19.7%，2023年为12.2%，2024年继续下

降到5.6%。

此外，推行生态轮作后，农作物产量

提升显著。统计数据显示，与2022年相

比，2023年三亚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1.2万亩，增加11.73%，产量达3.8万吨，

增加1.36%。更重要的是通过生态轮作

可改良土壤，减少豇豆种植的连作障碍，

提高冬季瓜菜产量。

系列利好，再加上政策的支持，三亚

农民重新爱上夏秋季水稻种植。不少农

民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从“不愿种”变成

“想多种”，积极性高涨。

“生态轮作模式是三亚探索农业转

型升级的第一步。接下来，三亚充分利

用南繁硅谷和崖州湾科技城的集聚优

势，开展科研创新，保障良种供应。推动

农业生产精细化，精准指导粮食和冬季

瓜菜高效生产，保障粮食生产和农民增

收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三亚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说。

三亚推行生态高效轮作模式，收完冬种瓜菜种水稻

“闲田”成“忙田”钱粮双丰收
5月22日，三亚市海棠区贵州

南繁基地，随着插秧机来回穿梭，一
条条均匀分布、深浅合适的“绿腰
带”展现在眼前。这样的场景，在今
年的大多数南繁基地里成为常态。
同样，收完冬种瓜菜的农田里，不少
农户都开始种植水稻。

此前，由于种粮收益低，每年5
月，三亚冬种瓜菜收获完或者南繁
季结束后，农田大多撂荒。今年，三
亚不少“闲田”成了“忙田”，地里随
处可见耕作忙碌的场景。

三亚作为我国重要的冬季“菜
篮子”，丰富全国人民冬季餐桌的同
时，如何确保本地老百姓“米袋子”，
做到蔬菜和粮食双丰收？

为保障粮食稳产增产，实现农
民持续增收，三亚市着力在“钱粮双
丰收”上下好先手棋，全面推行生态
高效轮作模式，打造了万亩制种、万
亩高产稻、千亩优质稻等一批示范
基地，促进三亚市南繁产业发展用
地的科学使用和管理，实现粮食稳
产、科研保障、农民增收“三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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