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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芜湖湾沚区再生稻生产实践与发展策略探讨

奚　波　张永文
（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芜湖 241100）

摘要：再生稻是指在上一季水稻收割后，对稻桩上的休眠芽抽生出来的再生蘖加以培育，以达到出穗成熟的一种栽培方

法，作为水稻的一种轻简化高效种植模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因有“一种两收三高四省”的突出优点而得到广泛应用，

即播一次种，收获两季，投入产出率高、劳动效率高、经济效益高，省工、省种、省肥、省田。近年来随着再生稻的推广，安徽省芜

湖市湾沚区再生稻种植面积逐步扩大，结合多年从事再生稻推广经验，通过总结芜湖市湾沚区再生稻生产现状，分析其存在的

主要问题，具体包括再生稻专用品种缺乏、育插秧能力不足、全产业链发展乏力等，提出发展再生稻产业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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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江淮及沿江地区“两季不足，一季有余”

的温光条件能满足再生稻种植需求，是我国再生稻

发展的优势适宜区 [1]。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推动南方省份发展多熟制粮食生产，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发展再生稻，《2024 年安徽省农业农村工作要

点》提出实施“千亿斤江淮粮仓”建设工程，要求抓

好再生稻扩面工作，力争新增面积 3.33 万 hm2，全

省再生稻种植面积达 22 万 hm2。

芜湖市湾沚区从 2015 年开始在全区多地零

星试点开展再生稻模式生产，并且不断进行引导推

广，近几年来，随着劳动力的不断减少和种植结构的

调整，再生稻产业在当地蓬勃发展。本文在对湾沚

区再生稻生产现状的调查结果基础上，结合多年再

生稻推广工作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指出湾沚区再生

稻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并提出了适度发展的对策

建议。

1　湾沚区再生稻生产现状
芜 湖 市 湾 沚 区 地 处 30 °57 ′~30 °24 ′N、

118°17′~118°44′E，位于安徽省东南部、长江中下游

南岸，现有耕地 2.25 万 hm2。湾沚区位于北亚热带

南缘与中亚热带的北缘过度地带，受季风影响，属湿

润季风气候，干湿交替明显，四季分明。常年平均

气温 16℃，全年≥0℃的活动积温为 5904.9℃，20cm
以下地温为 18.2℃。全年总日照时数 2118.7h，年太

阳辐射量 116.3kcal/cm，年平均无霜期为 240d，年平

均降水量为 1104.8mm，年降水天数为 135d，春、夏

雨日较多，秋、冬雨日较少，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湾

沚区是传统的水稻生产区，境内除城区工业园区外，

其他生产区无工业区，水资源丰富，全区土壤耕地等

级主要集中在三至五等地，合计占 82.3%，全区平均

等级 4.10 级，较全国平均等级（4.76 级）高 0.66 级。

1.1　再生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据农业部门统计，

湾沚区自 2018 年起开展再生稻种植试验示范，2021
年种植 0.12 万 hm2，2022 年种植 0.22 万 hm2，2023
年种植 0.27 万 hm2，至 2024 年生产面积已达 0.31
万 hm2，机插栽培率达 100%，目前，再生稻种植面积

占全区水稻总面积的 16.03%。随着农业种植结构

的调整和再生稻生产集成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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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十四五”期间种植面积将进一步扩大。

1.2　再生稻生产集成技术日趋成熟　自 2020 年起

湾沚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从筛选品种、调整播栽期、

科学施肥、科学管水等方面入手引进和集成相关配

套技术 [2]，积极开展再生稻高产高质栽培技术的试

验示范，通过召开省级现场观摩会起到引领带动作

用。特别是自 2023 年实施省级再生稻指挥田示范

项目以来，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倪大虎

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湾沚区进一步加强了再生稻规

模化、机械化、轻简化丰产优质高效技术集成研究，

创建了以品种选择、适期早播、氮肥优化管理、头季

减损机收等关键技术为核心的再生稻全程机械化高

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推动了湾沚区再生稻的高质

量发展。2023 年 11 月 18-19 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组织省内外专家，对芜湖市湾沚区陶辛镇倪家村、红

杨镇团坝村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模式示范片进行实

割测产，按照农业农村部水稻测产办法，经现场机收

实测，随机抽取的再生稻超高产地块每 hm2 平均产

量 8266.5kg，加上头季稻产量 10842.0kg，两季产量

达 19108.5kg，创下安徽省再生稻最高单产，刷新全

省高产记录 [3]。

1.3　种植大户的积极性较高　由于栽培技术的提

高，再生季每 hm2 平均产量从 2018 年的 2250kg 提

升到 2023 年的 4500kg，现每 667m2 平均纯收益在

700 元以上，极大地激发了种植大户的种植积极性，

目前全区共有 300 多个种植主体进行再生稻种植，

种植规模进一步提升。

1.4　政府重视　2018 年开始，湾沚区把再生稻两

季都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2022 年利用区级农业发

展资金在全区建设 5 家再生稻产后服务中心，进一

步延长了产业链；2024 年出台了《芜湖市湾沚区再

生稻高质量发展三年（2024-2026）行动方案》，明确

提出，再生季单产达到 4500kg/hm2 以上，普遍实现

再生稻生产区“双千”目标（每 667m2 产量 1000kg、
农户平均增收 1000 元）；至 2026 年再生季单产达

到 5250kg/hm2，推进“湾沚再生稻”区域公用品牌建

设，“湾沚再生稻”品牌知名度、认可度和影响力得

到明显提升。

2　湾沚区再生稻生产存在的问题
2.1　缺少适宜本地区种植的高产优质品种　再

生稻品种的选择对经济效益和推广具有关键性作 

用 [4]，不同再生稻品种的产量和稻米品质存在显著

差异。目前湾沚区主导品种是被农业农村部评定为

再生稻唯一特专型品种的丰两优香 1 号，占全区种

植面积的 70% 以上，该品种生育期不超过 135d，具
有再生能力强、分蘖性强、稳产、米质（特别是再生

季米）好等优点，但存在稻瘟病发病较重、不抗倒伏

等不足，严重影响产量。其次为甬优 4901，该品种

产量高，但种子销售价格较高，需肥量大，田间管理

水平较高，故种植面积受到一定影响。自 2020 年开

始湾沚区在再生稻新品种示范基地引进品种开展筛

选试验，虽发现几个品种在小区表现较好，如乔两优

17、新两优 611 等 [5]，但在大田示范种植时表现又有

较大差异，至今未发现两季高产、稳产、抗性强、再生

力强和优质的主导品种，因此对再生稻的发展产生

一定的影响。

2.2　头季稻销售难且价格低　由于头季稻收割过

迟，稻秆老化，稻秆腋芽萌发少，再生季产量难以保

证，没有了产量和效益，推广再生稻便失去了意义，

因此栽培技术上要求头季稻九成熟就要收割。稻谷

因没有完全成熟，导致再生稻头茬机械收割产量有

一定的损失，同时影响稻米品质，而且整精米率下

降，市场不认可，售粮难、价格低的现象一直存在。

2.3　大面积推广育秧难以保障　再生稻生产效益

点取决于再生季的产量，争取头季早收，给再生季留

下充裕的生长时间，播种育秧就要尽可能地提前安

排在 3 月上旬，钢架连栋大棚育秧因空间大、保温性

好，是应对早春低温，确保秧苗安全的重要保障。湾

沚区在 2021-2023 年就整合项目和区级财政资金

配套，扶持新建了 53 家育秧中心共 26 万 m2 的钢

架连栋大棚，一次性育秧能满足 3333.3hm2（5 万亩）

大田栽插。开展再生稻连栋大棚育苗管理后，育秧

效果较好，但因扶持资金有限、连栋大棚建设成本

高，仍有部分种植大户采取二代塑料大棚育秧，育秧

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4　农业机械投入成本大，机插难保证　随着土地

流转进程推进，湾沚区农业生产逐步向规模化发展，

机械化则是开展规模化生产的必备条件，而现实情

况是农业机械投入成本大，且目前农机购置补助比

例仅为 20%，农户难以承担。再生季要取得高产，

头季必须在 4 月 15 日前完成栽插，前后也仅有 15d
左右，时间跨度有限，以目前湾沚区的育插秧设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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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量难以满足再生稻机插需求。特别是 2015 年前

的插秧机已到服务年限，更新成本高，每年维修费用

大，机插效率低，漏插率高，导致机插不及时，给两季

产量都会造成影响。

2.5　高产栽培技术落实不到位　近年来，当地基层

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虽然把“大课堂”改为“小圆桌”

的培训方式，把“我讲你听” 改为“座谈会”的讲课

方法，但是仍有种植大户对再生稻的很多关键技术

措施未能落实到位，从而影响产量。一是大田栽插

密度不够，田间基本苗不足，不能建立起合理的高产

群体，导致再生稻两季产量不高；二是没有充分防治

好二化螟，田间出现虫伤株和枯心团，造成再生季腋

芽不能萌发；三是促芽肥未施或施用过迟，未能起到

促芽的作用；四是田间水浆管理不到位，未烤好田，

头茬收割时碾压程度较重，后茬再生芽无法萌发，导

致再生季产量不高。

2.6　全产业链发展乏力　虽然芜湖市湾沚区目前

再生稻种植面积有一定的规模，米质优，但加工企业

较少且各自为阵，种植大户、合作社、生产企业自行

加工，分散经营。目前以家庭农场注册各自再生稻

品牌有 90 多个，但没有一个品牌能给再生稻带来较

高的经济效益。从再生稻的全产业链来看，湾沚区

目前有 5 家再生稻产后服务中心，但总体产业开发

没跟上，品牌创建乏力，企业带动力不强，还没有形

成全产业链的开发模式 [6]，经济效益偏低。

3　再生稻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1　筛选适合的专用再生稻品种　为筛选后备品

种，建议安排项目资金扶持，加大品种试验示范力

度。育种单位根据再生稻栽培特点，有针对性地选

育适合作再生稻栽培的专用品种，要有产量稳、耐高

温结实、再生力强、抗病、抗倒伏、抗碾压、分蘖性强、

熟期适中等优点，能保证前茬稻米品质不下降，后茬

稻米品质优及适口性好。农业技术部门要建立长期

的再生稻试验示范基地，持续开展新品种筛选和试

验示范工作，力争在 2026 年筛选确定并储备 3~5 个

可大面积生产应用的品种。

3.2　优化头季稻及再生稻米销售渠道　为做好再

生稻的发展，政府要协调粮食收购部门从再生稻产

业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一个农户、粮食部

门都能接受的头季稻收购方式与方法，避免出现卖

粮难的局面。同时积极鼓励引导种植大户选择优质

品种，进行适度规模生产。

3.3　加大农机装备和集中育秧扶持力度　农机装

备是发展粮油规模化生产的必要条件，在耕整、播

种、收获等关键环节，加快农机具装备升级换代，将

高性能机具优机优补作为长效机制纳入新一轮补

贴政策。特别是在水稻插秧机、植保无人机、育秧

连栋大棚和粮食烘干等基础设施和装备等方面，

加大扶持力度，按照三方配套（一方是农机购机补

贴，一方是项目配套，一方是新型经营主体）的方

式扶持建立新型经营主体，有利于撬动社会资本参

与，最高效地提升农机作业能力，最大化地发挥财

政资金杠杆作用。扶持建设水稻智能化综合育秧

中心，到 2026 年全区建成不少于 60 座的水稻智能

化综合育秧中心，连栋大棚建设面积 30 万 m2 以

上，一次性育秧可保障 4000hm2（6 万亩）以上大田 
机插。

3.4　与科研院所协作，优化栽培技术措施　加强与

科研院所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进一步规范技术模

式，全程实行机械化，加快专用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完善总结再生稻全程机械化丰产优质、高产高效栽

培技术规程，引导有种植经验、辐射带动能力强的

新型经营主体扩大再生稻生产面积，2024 年每年建

立 33.3hm2（500 亩）以上标准化高质量示范基地

20 个以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充分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全区再生稻生产，增加农民 
收入。

一是筛选和推广高产、优质、综合抗性好、再

生能力强、全生育期在 135d 左右、两季产量能达到

1000kg/667m2 以上的早中熟杂交中稻品种；二是从

3 月 5 日开始，争取在 3 月中旬以前完成播种；三是

栽插密度实行 14cm×25cm 规格机插，取秧量 2~3
苗 / 穴，基本苗达 60 万 ~75 万苗 /hm2；四是适时适

量追施促芽肥和提苗肥；五是及时做好二化螟和稻

瘟病的防治工作。

3.5　加强宣传，提高市民知晓率　全方位开展技术

服务，及时高效发布图文并茂的技术信息，通过成果

展示、操作讲解、现场体验等方式提高宣传推广效

能。在成熟季节邀请有关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市民代表到再生稻基地进行实地观摩，积极对接新

闻媒体加大宣传，提高知晓度。

3.6　加强再生稻品牌培育推广　按照“区域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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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 经营主体个性品牌”发展思路，大力推进“湾沚

再生稻”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支持鼓励再生稻生产

和经营主体通过自主创新、质量管理认证，扩大产

品销售途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品牌。健

全完善“湾沚再生稻”区域公共品牌准入和退出机

制，实行动态管理。积极组织湾沚再生稻企业组团

参加各类农产品交易会，树立“湾沚再生稻”品牌

形象。充分发挥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作用，

讲好“湾沚再生稻”品牌故事，组织参加大米赛事

等，提高“湾沚再生稻”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3.7　探索再生稻生产新模式　再生稻的推广主要

看效益，也要以尽量不影响其他冬季作物的产出为

前提 [7]。近几年来，湾沚区立足本地生产特色，相继

开展了稻—再生稻—油菜、紫云英—中稻—再生稻、

紫云英—中稻—再生稻—小麦—中籼稻等新模式试

验示范，既拓宽了粮食增产途径，实现了粮油并重，

又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特别是稻—再生稻—油菜模式提高了油料作物的种

植面积，又培肥了土壤，化肥、农药使用量显著减少，

生态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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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申请“锡林郭勒种薯”地理标志，打造具有地

方特色的种薯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强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的农产品展销会、

洽谈会等活动，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建立稳定的销售

渠道；提供电子商务培训、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支持，

鼓励企业拓展网络销售渠道。 
3.4　政府牵头，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促进作用　在农

业发展中，行业协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7]。在

当前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下，行业协会为种薯企业

走出困境带来新的希望，其在技术交流与创新推动、

质量标准与行业自律、市场拓展与品牌建设、政策倡

导与沟通协调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锡盟马

铃薯种薯协会成立于 2012 年，一直以来以企业牵

头，作用发挥有限，而政府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和公信力，能够为行业协会的运转提供政策支持、

资金扶持和组织保障，因此建议由政府部门牵头引

导，重新盘活种薯协会，在保持协会相对独立性的同

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种薯企业、行业发展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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