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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粮食生产发展历程及增产原因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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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几十年来吉林省的粮食生产取得飞跃发展，为保障全国粮食需求做出了巨大贡献。粮食增产原

因是依靠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粮食生产大发展；增加投入是粮食增产的重

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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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省粮食生产发展历程

1949年吉林省粮食产量458万t，50年代平均产量526万t，60年代为511万t，70年代为785万t，80年代

为1 326万t，90年代达到2 389.6万t。从1982年开始，全省粮食产量突破了1 000万t。此后，吉林省的粮食

生产呈现跳跃式增长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粮食生产连上3个台阶，即1982年达到1 000万t，1984年达

到1 500万t，1990年达到2 000万t。目前，吉林省的粮食生产已达到2 500万t的阶段水平。

自 1985 年以来，吉林省的粮食商品量、商品率、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调出量、出口量均居全国首

位。吉林省已真正成为我国的粮食生产大省。

2 粮食增产原因

2.1 依靠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彻底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8 年以后，吉林省逐步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采取合同订购与平价化肥、柴油、预购粮定金挂钩政

策，促使农民利益不断增长。认真搞好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促

进粮食生产大发展，吉林省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诸如放开农产品价格、增加农业投入、保护耕

地与农业环境、信贷补贴及灾害补贴政策等。改革开放后，吉林省实施的一系列有利农民、有利农村、

有利农业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2.2 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粮食生产大发展

50～60 年代玉米生产采用农家品种，产量低。70 年代开始采用单交种，玉米增产 15%。三中全会

后，育种出现新的突破，新的优良杂交种大批涌现，选育优良品种使玉米单产水平大幅度提高，70 年

代为2 705 kg/hm2，90年代末期达到6 546 kg/hm2。特别是优良耐密型品种的推广应用使玉米单产水平

更上一层楼。

50年代水稻生产采用农家品种，单产只有2 751 kg。90年代相继培育出一大批优良新品种，实现了

水稻品种的更新换代，水稻单产达到8 357 kg。从1997年以来，吉林省共审定玉米、水稻、大豆、高粱和小

麦等作物新品种160余个。新品种的大量涌现和更新换代成为全省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基础。

科学合理施肥保证了作物持续高产稳产。化肥在粮食增产因素中的作用占 45%～50%。吉林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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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施用化肥是从 60 年代开始，之后化肥用量成倍增加。合理施肥是提高肥效的基础。为此，吉林省积

极开展配方施肥和测土施肥。根据作物的需肥规律、土壤供肥能力、肥料利用率和预计产量水平等因

素，提出氮、磷、钾及微肥的适用量和比例。提出在中等肥力黑土上实行隔年减半施磷，依据土壤含钾

状况科学分配和施用钾肥，实行氮肥深施，磷肥分层施等技术措施。科学合理地施肥为作物高产、粮

食增产做出重大贡献。

为保证玉米和水稻等作物高产稳产，不断更新耕作栽培技术。在水稻生产中推广大棚盘育苗、旱

育苗、机械插秧、旱育稀植、超稀植技术，采用床土调酸、盐碱地种稻和水田化学除草等技术。

在玉米生产中合理密植增产效果显著。50～60 年代玉米种植密度只有 1.9 万～2.2 万株 /hm2，80～

90 年代达到 4.0 万～5.0 万株 /hm2。另外，在玉米生产中推广“四定”栽培法、化学除草技术、抗旱坐水

种、地膜覆盖栽培、米麦间作和大垄双行种植等高产栽培技术，保证了玉米持续高产稳产。

采取综合措施防治病虫草害。吉林省粮食作物病虫害约有 80 余种。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与

危害是粮食增产的根本保证。为此，应大力开展病虫害的预测预报研究，推广低浓度、低剂量、低容量

喷雾方法。针对玉米螟，采取农业防治与生物防治及化学防治相结合的配套技术。采用白僵菌、赤眼

蜂生物防治技术，防效高且不污染环境。针对玉米丝黑穗病、大斑病和茎腐病等主要病害，在生产中

采用合理轮作、有机与无机肥料配合、合理密植等综合技术减轻危害。90 年代初研制成功高效无残

毒、不污染环境的系列多功能种衣剂，对控制病害及地下害虫起到良好作用。在植保工作中以自然控

制因素为主，以多抗品种为基础，结合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形成综合防治体系。全省植物保护科学的

进步每年为吉林省挽回粮食损失 10%～15%。

2.3 增加投入是粮食增产的重要保障

增加化肥投入量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原因。近30年来，粮食总产与化肥总用量之间存在极显著的直

线正相关。1950年全省化肥用量仅0.21万t，1953年化肥用量0.5万t，60年代化肥用量17.2万t，70年代化

肥用量达到84万t，80年代用量172万t，90年代增加到330余万t。化肥投入量的成倍增加促使粮食产量

大增。

提高干部和农民科技素质，增加智力投入。吉林省近年来大力实施以开发技术为主的“丰收计划”

和以培养人才为主的“燎原计划”，使全省的科技进步与提高劳动者素质协调发展，使粮食增产有了

人才和技术支撑。

2.4 加强商品粮基地建设

商品粮基地建设是稳定粮食增产、增加有效供给和解决粮食供求区域平衡的一条投资少、见效快、效

率高的战略性措施。20年来，吉林省注意利用本省的资源优势，配合科技、经济、社会各方面力量加速

了商品粮基地建设。重点建设了位于松辽平原地带的28个县(市)的商品粮基地。在农用资金、优良品

种、化肥、农药、农机具以及农业技术人才等方面都给予重点投入。初步建成了农技推广体系、良种繁

育推广体系和农田水利排灌体系和农机供应维修体系。以改造中低产田为目标，因地制宜开展农业环

境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效。1993～2003年，全省商品粮基地的粮食产量已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90%左

右，全省23个商品粮基地县(市)已真正成为吉林省粮食增产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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