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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保山市勐统镇玉米生产现状及其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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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衡量某个地区玉米生产发展的基础和标准是效益，包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从农户本身和全区的根本

发展来看，最直接、最首要的就是经济效益。就某个地区而言，玉米生产的经济效益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何提高全

区玉米生产的经济效益，对地方单项产业的发展来说值得思考与探讨。文章在总结分析勐统玉米产业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础上，从理论技术上建议性提出该区玉米生产的基本途径和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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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统镇位于云南省西部边陲，隶属云南省保山

市昌宁县，99°30′~99°41′E，24°24′~24°38′N，

海拔在 1010~2175m 之间，年平均降雨量 1361mm，

年平均气温 19℃。既有亚热带低热河谷地区，也有

温凉山区，是典型的立体气候，适宜种植粮食、甘蔗、

茶叶、香料烟、蚕桑等多种农作物，发展多种经营，是

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镇 [1]。作为昌宁县四个主要热

区乡镇之一，勐统镇气候温暖，雨热同期，雨量充沛，

适宜发展玉米生产；然而，勐统的玉米生产在粮食作

物中落后于水稻，在整个产业发展中更是相差甚远。

造成勐统玉米生产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

主要原因是勐统产业结构复杂，农户只认优势作物，

对玉米产业认识不足，种植管理技术欠佳；长期的小

农经济意识，对产业发展大局和长远性缺乏深刻认

识和全面了解，以致生产基础薄弱，各行其是，原始

的、传统的、掠夺式的生产占主导地位。基础不牢，

内需外力均不足，无论采取何种先进技术，收效都不

显著，这是造成全区玉米产业发展封闭落后的关键。

只有找准主因，并综合多方面因素全方位考虑，找到

其解决的基本途径，谋划其发展的有效对策，才能最

大程度地提高玉米生产效益，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

1　玉米生产现状及主要问题
1.1　基础建设不够，没有固定稳产的种植产区

1.1.1　大量山坡地种植，生产广种薄收　勐统是山

坝结合的农业镇，有极丰富的土地资源，山地面积占

全镇土地总面积的 90% 以上。其中耕地面积只占

土地总面积的 16.8%，而林地面积占了土地总面积

的 69.8%[1]。初期玉米种植是靠大量开垦荒山、荒地

和灌木林地，旱涝不保，仅靠当年的腐质肥作老底进

行保守种植，地力较差，玉米长势逐年下降，收成甚

微。近年来，部分玉米也在坝区水改旱地种植，但比

例较小；同时农户加强了种植管理，但各方面综合投

入不够，管理依旧粗放，玉米生产广种薄收。

1.1.2　规模连片种植少，生产效益较差　受其他优势

作物和特色产业的影响和排挤，勐统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和效益较差。全镇各个村（社区）间坐落分散，相距

较远，并没有连片种植的大规模玉米示范产区，同时

因产业效益不明显，农户提不起兴趣，各村社内也没

有连片的种植大户和承包经营户，农户各行其是，零

星种植，交通不便，工时不利，同时还增加了种植和收

获成本，效益极差。该镇玉米产区的另一特点是，高

海拔区域如刺竹山村等玉米种植相对多而稳定，但产

量较低，而低海拔区域、坝区优势产区如小勐统村产

量相对较高，却种植分布少，也使得总体效益低下。

1.2　耕作管理粗放，没有稳产高产的技术保障

1.2.1　规范种植不够，规格栽培跟不上　种植规范

指规划合理，布局恰当。该区玉米常种植于山坡地，

地势平坦、四周开阔、交通便利、旱涝保收地块种植

极少，同时山坡地玉米也常被间作、混作和套作等，

种植方式不合理、作物布局不恰当、种植制度不健全

等都使得种植不规范。该区 70% 左右的种植户栽培

玉米，不论开沟条播还是挖穴点播，植沟或穴窝既浅

又窄，玉米生长仅限于犁底层以上，且是牛耕操作；

同时由于农民群众传统的惜地、惜粮情结，种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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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70cm，种植密度大多在 4000~5000 株 /667m2，

这是造成玉米生长差、产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1.2.2　采收方法不当，田地管理不科学　农户只管

眼前结果，不顾长远效益，同时缺乏科学种田的意识

和技术水平。玉米成熟后，若采收不合理，非但不能

使产量增加，还会损耗田地。一方面，农户不能做到

适时收获，要么过早还未黄熟，要么过晚处于枯熟，

均不利于产量形成和提高。另一方面，在采收时，一

部分农户为图便利，只将果穗摘去，余下全部空秆立

于田间，或者将其砍割堆放在田埂地头，对秸秆残茬

不作任何处理，如及时翻埋或焚烧、全面深耕以及路

沟清理，长此以往，便会造成耕层变浅、土壤板结、路

沟不畅，给下一季、下一年的种植带来不利影响；另

一部分农户则是将玉米秸秆全部砍割甚至拔除运

走，这样操作也不利于田间土壤的培肥和地力的提

高，对长年种植的土壤存在不利效应。

1.3　掠夺式生产模式，没有适应生产的合理投入

1.3.1　人力投入不足　目前，大多数农户的劳动力

分配有 3 种情况：一是全家外出务工，家中常年无

人，田地要么出租，要么荒芜；二是多数农户家中的

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剩下幼龄儿童、就学子女及

老年人在家看管，务农劳动力弱而不足；三是部分农

户家中只留下老年人，年老病多，劳动力稀缺；无论

哪一种，对农作物种植均没有优势。同时，由于对玉

米种植投入的劳动力远少于其他作物，且多数是老

年劳动力，人力投入明显不足。

1.3.2　物力投入较少　机械投入少　在玉米播种之

前，几乎全靠人力进行耕作，条件好一点的也只是使

用牛耕，机耕的地块极少，达不到深耕细作的要求，

无法实现现代农机农艺先进技术相结合。

种植物资投入少　购买种子只挑便宜种，认为

只要是玉米能种能收就行，尤其对化肥、农药等促产

促收物资投入更少，高海拔区域施用的农家肥与化

肥、低海拔区域施用的复合肥都达不到玉米高产的

需肥量，同时很少施用防治地下害虫的农药。部分

农户甚至“下白籽”栽培，田间管理也作所谓的“懒

庄稼”处理，这种投入明显导致广种薄收甚至有种

无收，势必亏上加亏 [2]。

1.4　地区优势不明显，没有统一强劲的源头动力

1.4.1　产业优势不突出　勐统镇下辖 9 个村（社

区）、139 个村民小组，由于光、温、水等气候地理条

件的差异，主产业和特色产业略有不同，但全镇总体

以甘蔗、茶叶、香料烟和蚕桑为优势产业，尤其香料

烟是勐统的龙头产业，继甘蔗、茶叶之后的新兴骨干

产业，蚕桑产业则是该镇继甘蔗和香料烟产业之后

的一项着力培植的重要产业。这些产业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对较好，群众效益自然也好，从而使玉

米产业不占明显优势。

1.4.2　政策优势不得力　由于镇党委、政府把香料

烟、甘蔗和蚕桑作为该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农

业开发和经济转向发展的重点工作来抓，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落实措施，对这些优势产业的大力倾斜和

支持势必削弱了其他作物的种植效益，越来越多的

农户种粮积极性下降，玉米产业自然也受殃及。

2　解决基本途径及发展对策
2.1　打牢基础，加强建设，建立固定稳产的玉米产区

2.1.1　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种植效益　从全镇经济

发展以及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勐统耕地利用

确实应该以优势产业为主，然而可以将一些偏僻闲

荒、无人照料的零散田、废弃田等加以利用，增大坝

区水改旱地玉米种植的比例。重点是将山地和坡地

的玉米产区充分利用，将闲置荒芜的竹林地、乔木

地、蔬林地以及灌木林地等可利用地块培植起来，提

高价值。同时改变种植方式和复种指数，将红薯种

植区域、部分幼龄果园、幼龄茶园等山地也纳入玉米

开发区，增加玉米的实际种植面积。

2.1.2　建立规模产区，健全推广体系　针对勐统玉

米种植零星分布广，没有规模化的产业效益及辐射

带动的典型效果，玉米产区需作规划整合，充分提升

其创造力和收益率。将地理位置邻近、条件相宜的

地块统一种植玉米，不论山地和水改旱地，尽量连片

规模化种植。同时配套良种良法和高产栽培措施等

的推广，形成玉米产区的综合“样板”，鼓励各个村

社都举办各自的示范点，以相互比较、借鉴和参考，

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使良好的玉米栽培模式潜移默

化地渗透到大田生产中去，建立良好的推广体系。

2.1.3　依靠科技攻势，创建示范基地　打造一个固

定稳产高产的玉米种植示范基地，作为全镇的核心

示范区，每 667m2 单产稳产目标 400kg 以上，高产目

标 500kg 以上，面积可以从百亩展示开始，慢慢扩大

延伸，最终辐射带动整个玉米产区。创建这样一个

核心区，需要挑肥力中上等、不易旱涝的地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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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地；规模种植不少于 6.67hm2；全套种植高度实行

规格化栽培管理；品种搭配和布局规划合理；位置和

面积相对固定，且保证有计划地轮作并按比例进行。

2.2　强化技术，加大管理，提高玉米栽培的科学技术

2.2.1　改变原始思想，提高科学意识　所谓思想是行

动的源动力，意识又能获得行动的先机和效果。山区

农民群众受传统农耕的影响，对粮食作物的地位和种

植还处于原始封闭状态，长期的小农经济意识，加上

掠夺式生产，种植粮食作物基本以自家消耗为主，种

植玉米也都是直接用于饲养牲畜（生猪和土鸡），极少

外销，而猪、鸡基本也作自家日常食用。这种自给自

足、安稳享受的思想使得玉米生产停留在有种则种、

有收则收的平庸状态，发挥不出更多的经济效益。

2.2.2　提升种植技术，实行规格栽培　现代农业对

种植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正在大力倡导和

发展科技兴农，使科学种植深入农心，覆盖村村寨

寨，进入家家户户。广大农户要统一思想认识，积极

响应，切实提高科学种植技术，按规格进行栽培。

适宜勐统玉米栽培规格化的具体要求为：行距

100cm 以上，沟宽 80cm，单株留苗株距 30cm，双株

留苗株距 60cm ；播种深度 4~6cm，深浅一致，均匀

条播或穴播；适当增加用种量，点播每穴 3~5 粒，每

667m2 用种 1.5~2.5kg，条播用种 4.0~5.0kg，播后覆

土 3~4cm，均匀细碎；间、定苗时，视不同海拔区域有

所差异，一般密度在 3500~4000 株 /667m2 为宜。

2.2.3　增加成本投入，加强管理效益　增加人力、物

力和财力投入，舍得下本又精心管理，才会有高回

报。宁可购买价格相对昂贵的适宜良种，播种时合

理施足底肥，包括农家肥和化肥，同时施用一次性防

治地下害虫的农药；苗期及时进行间、定苗，结合中

耕除草轻施提苗肥，施药防治黏虫、金针虫等苗期主

要害虫；大喇叭口期结合中耕培土重施穗肥，防治玉

米螟、黏虫、蚜虫等穗期主要害虫；花粒期巧施粒肥，

有利于果穗秃尖减少，籽粒饱满；成熟期要适时收

获，做到九黄十收，并妥善贮藏。同时，在整个玉米

生长期间，要视苗情适时补种、补苗；视植株长势追

施一定秆肥；视田间情况进行除草剂施用、灌溉与排

水等，总体做到精细管理。

2.3　补齐短板，主动突破，寻找玉米产业的优化结构

2.3.1　发展多渠道生产，全面提升效益　将仅有的零

星冬玉米地进行合理规划，充分利用，还可从香料烟种

植规模中紧缩一部分出来恢复发展冬玉米，于 11 月下

旬至 12 月上中旬适时播种，可增产增收；进行晚秋青

食玉米套种豆类栽培，可增产增效；进行鲜食夏玉米

（甜玉米和糯玉米）栽培，不失为一种发展思路，若能大

规模试种成功且社会效益好，就以市场为导向，抓住契

机，实行产供销一体化，最大程度节本增利，直获经济

效益；还可探索一些特用玉米如优质蛋白玉米、高油玉

米、爆裂玉米、笋玉米、青贮玉米等的栽培特点和技术，

充分发掘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全面提升效益。

2.3.2　推广先进技术，提倡高效栽培　现代农业科

学技术要求利用最合理的自然资源配置，以最低的

能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3]。因此，研究发展精确、

适度、简化的高效栽培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

益是现代农业的新课题，也是必然需求和发展趋势。

这便要求推广先进技术：一是推广高产、抗逆、广适

良种及“三高”栽培技术；二是推广地膜覆盖栽培技

术；三是推广坝区平地的精确定量栽培技术；四是推

广旱坡地的抗旱保温栽培技术；五是推广科学配方

施肥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叶面施肥技术。努力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将现代科技成果切实应用到大田生产

中，提高科技含量，提倡高效栽培。

2.3.3　坚持政策保障，加大政府扶持　玉米生产也

是一项政策性较强的经济作物产业，其种植面积、制

度、模式以及农户的经济利益，既受政策宏观调控，

也受政策保护，是其稳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政

府和有关部门要不断完善和进一步落实农业支持保

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4]，适当扩大玉米种植规模。

在发展优势产业的同时，兼顾玉米生产中的政策支

持，通过实行物资发放、良种补贴、科技培训和技术

指导服务、成立玉米专业合作社、鼓励玉米种植大

户等方式，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培养一批科技素质

高、种植技术高、生产效益高的精锐务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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