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研究：如何“藏粮于地”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万物土中

生，有土斯有粮。实施“藏粮于地”战略，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

如何理解“藏粮于地”，如何才能做到“藏粮于地”？

对于这一课题的探究，建议采用以下思路。

资料1 “藏粮于地”的含义

“藏粮于地”强调的是可持续的粮食生产能力，广义上看，它有三层含义。一是确保具

有粮食生产能力的耕地面积。这些具有生产能力的耕地可以暂时不种但不可以减少。

二是同等面积的耕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也就是保护和提升耕地的质量，不能使耕地

生产能力减退或受到破坏。三是在粮食生产相对充足的情况下，让退化的耕地休养生

息，从而保障和提升耕地的生产力；一旦出现粮食紧缺的状况，这些耕地可很快恢复

粮食生产，满足国内粮食需求。

1.“藏粮于地”与“藏粮于仓”的粮食储备强调的重点有何差别？

2.从决定粮食总产量的因素来看，在已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藏粮于地”的关

键是什么？

资料2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背景

“藏粮于地”基于以下认识：一是粮食供应充足，可以有富余的耕地用来休养生息；二

是耕地质量降低的问题突出，确实需要提高耕地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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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藏粮于仓、以丰补歉”的策略有效地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自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总体上未出现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

然而，在过去数十年中，为解决温饱问题，我国农业生产一直沿循高投入、高产出模

式。在我国粮食生产连年增产的同时，耕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化肥农药过量

使用，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偏低、耕地生产力下降等退化问题。进行高标准农田建

设，使耕地从质量不高的“亚健康”状态中得到恢复，对于提高我国粮食安全的可持续

保障能力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又面临粮食产量、粮食库存量和粮食进口量“三量齐增”的局面。国内粮食

库存增加导致仓储补贴负担较重；粮食生产成本高于进口成本，使国内外市场粮价倒

挂明显。利用现阶段国内外市场粮食供给充足的时机，调减粮食种植面积，在部分地

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既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平衡粮食

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

1.我国实施“藏粮于地”有哪些有利条件？

2.“藏粮于地”对解决保障粮食安全与耕地质量之间的矛盾有什么作用？

3.如何理解“藏粮于地”对解决粮食储备成本与粮食稳定供给之间矛盾的意义？

资料3如何“藏粮于地”

“藏粮于地”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优质耕地。耕地在我国始终是十分紧缺

的资源，在耕地数量不足的情况下，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藏粮于地”可以借鉴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智慧。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就是通过施肥和

精耕细作，使土地越种越肥，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特别是通过施肥，

使物质得到循环利用，从而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此外，我国古代还采取修筑梯田、

基塘生产、兴修水利工程、作物轮作等措施改进和维护耕地质量。

在现代，提升耕地质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设高标准农田、提升土壤肥

力、减少农田环境污染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全国各地针对各自耕地质量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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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地施策。

•吉林省颁布黑土地保护条例，规定对质量严重退化或者污染严重的黑土地，实行轮

耕、休耕或者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地，同时采取土壤工程技术等污染防治措施，推

进连片治理。

•辽宁铁岭县对6000多公顷农田实施秸秆粉碎还田、增施有机肥、玉米大豆轮作等黑

土地保护利用综合措施。3年后项目区耕层厚度、土壤有机质含量和粮食单位面积

产量，均有所增加。

•黄淮海地区的土地盐碱化问题十分严重。这里的人们采取引淡淋盐、井灌井排、

营造防护林等综合治理措施，调节和控制土壤中的水盐运动，使耕地质量得到显著提

升。

•江苏张家港善港村农民以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如今他们不用

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不用生长激素，在农作物收割后的田里种上红花草、

苕子等绿肥作物，待其长大后将其翻压在土中，以增加土地肥力。

•甘肃玉门六墩乡昌河村原是一个土壤盐碱化严重的“碱窝子”，经过多年的改良，可以

种庄稼了。尤其是经过拉沙换土和麦草翻地后，土壤有机质含量不断提高，农作物单

位面积产量也得到增加。

1.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对“藏粮于地”有什么借鉴意义？

2.在现代耕地质量提升的案例中，选择两个案例，说明当地耕地质量提升方式与自然

环境及耕地资源特点的关系。

执行任务

步骤1 收集“藏粮于地”的现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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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本省级行政区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现实案例，重点说明其提升耕地质量的方

式，并剖析其与区域自然环境及耕地资源特点的关系。

步骤2 提出“藏粮于地”的可行建议

针对你家乡维持可持续粮食生产能力的主要需求，运用相关地理知识，提出“藏粮于

地”的可行建议。

步骤3 交流与分享

与同学交流你收集的案例以及提出的“藏粮于地”的可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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