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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围绕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研发推广的“水稻上山”技术，相关话
题引起网民热议。如何看待其可行性和影响？国家相关政策是怎样的？丘
陵山区如何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记者日前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全国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负责人。

依法合规
科学利用好“坡耕地”
——全国农技中心、耕地质量中心负责人

就“水稻上山”等话题答记者问

A【“水稻上山”技术有特定的适宜区域】 ■■■
问：近日，“水稻上山”话题

引起网民热议。如何看待山上
种水稻的可行性？

答：朱有勇院士所说的“水
稻上山”，是一种杂交稻雨养旱
种的栽培技术，就是把“山下水
田”的杂交稻品种引到“山上旱
地”种植，不用泡田，不用育秧插
秧，也基本不用浇水灌溉，还能
有较好的产量，当地农民形象地
称为“水稻上山”。这些田本来
就有，并非网民质疑的开山造
田、毁林造田等情况。

这个栽培模式主要适合云

南海拔 1700 米以下、年降雨量
1200 毫米以上雨热资源丰富的
山区旱地，并不是什么地方都能
推广。

朱有勇院士在云南省澜沧
县蒿枝坝村蹲点扶贫期间，发现
当地农民喜欢吃大米，但当地多
为旱地，主要种玉米，水稻不能
自给。为此，其团队在当地示范
推广杂交稻旱种技术，创造性地
解决了两个难点：一是筛选出适
宜旱种的“滇禾优 615”等品种，
解决水稻旱地分蘖难题；二是通
过推广应用杂草萌芽前的封草

技术，解决了旱地稻田易杂草丛
生的难题。

2022 年，这项技术推广了
53.12 万亩，水稻平均亩产 350
至 400 公斤，比山下水田低 100
公斤左右。朱有勇院士介绍的
亩产 788 公斤，是 0.52 亩小面
积上多施了一次肥、多浇了两
次水的条件下取得的，是专家
攻关田产量，不是农户大田产
量。这种小面积攻关对探索本
地区水稻旱种模式具有积极意
义，为筛选品种、集成技术探索
了出路。

B【山地稻田约占全国稻田15％】 ■■■
问：目前山上的稻田比例有

多大？产量怎样？
答：稻谷是我国第一大口粮

作 物 ，稻 米 消 费 量 占 口 粮 的
60％。我国常年水稻种植面积
4.5亿亩左右。平原稻田占我国
稻田面积的近60％；丘陵稻田占
25％左右；山地稻田约占 15％，
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这也是
我们国家资源条件决定的，为了

保障口粮，历史上很多丘陵山地
能种的都种上了。比如说云南
红河哈尼梯田，就是立足当地独
特地理气候条件创造的农耕文
明奇观。

据我们调查，山地水稻平均
亩产350公斤左右，比平原地区
低近 200 公斤，比丘陵地区低
100 公斤左右，这是多方面原因
造成的。比如，山地有效积温和

光照时间偏少，对水稻品种要求
高，一旦选用不当就会导致生育
期缩短，结实率和产量下降；山
地稻田地形起伏大，土层偏薄、
地力偏差，农田水利、机耕路等
设施发展滞后，容易受旱涝灾害
影响。这也是下一步工作努力
的方向，要通过选育适宜品种、
改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
提高山地水稻单产水平。

C 【25度以上坡地禁止开垦建设高标准农田】 ■■■
问：有网民认为在丘陵山区

搞高标准农田建设破坏生态，费
钱费力。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在丘陵山区对符合条件
的耕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是由现
实国情农情决定的，也是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逐步把永
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
田”这一要求的实际举措。国土

“三调”显示，全国位于6度以上
坡度的耕地约 4.4 亿亩，占全国
耕地总面积的22.74％。在现阶
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些地不
仅要种，还必须要种好，就需要
通过把斜坡耕地改造成水平梯

田，配套水利设施等措施，提高
这些耕地的产能。

国家对在坡耕地上建设高
标准农田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定，
要求因地制宜规范开展高标准
农田建设。比如，要充分考虑地
质地貌、水资源、气象条件等，不
同条件有不同的建设要求和标
准，雨水多的地方要采取建护
坡、田坎等农田防护措施，避免
产生塌方和泥石流。建设选址
要合理，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
垦、生态红线区域内建设高标准
农田，特别是不得借高标准农田
建设之名，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

垦山、开荒。
网上流传一些在山体上修

建梯田的图片、视频，将其与“水
稻上山”、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
联，经核实，多为张冠李戴、移花
接木。比如，流传最多的一张图
片实际上是2018年云南某地的
土地整治项目施工场景，不是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还有农田被
暴雨冲毁的图片，也与在山上种
水稻无关。在汛期农田被冲毁
往年也有，我们每年都对农业防
汛排涝作出部署安排，指导受灾
地区及时修复水毁农田，恢复农
业生产。

D【依法推动整改复耕但避免“一刀切”】 ■■■
问：“水稻上山”不是“毁林

造田”，但网上有把两者联系起
来的说法，反映一些地方“毁林
造田”。国家在这方面有什么政
策规定？

答：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解决14 亿人的吃饭问题，首
先要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
线。近些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严格保护耕地的制度措施，但一
些地方仍然出现违规利用耕地
搞“非农化”“非粮化”行为，比如

绿化造林、挖湖造景、挖塘养鱼、
种植苗木草皮等，必须要整改复
耕。

但在整改过程中，要区分情
况、分类处置，不能简单化、“一
刀切”。要尊重自然规律，尊重
作物生长规律，严禁不顾果树处
于盛果期、林木处于成林期、鱼
塘处于收获季等客观实际，强行
拔苗砍树，填坑平塘。要合理把
握耕地恢复节奏，留足留够过渡
期，给农户和经营主体合理准备

时间。
在 这 里 还 要 特 别 说 明 的

是，一些地方在整改复耕中涉
及 退 出 林 地 转 为 耕 地 。 这 些

“林”，不是以前“退耕还林”中
为保护生态造的“林”，而是近
年来超计划、超政策、超要求，
违规在耕地上建的“林”。对这
些林地整改复耕，不是“毁林造
田”，更不是有的网友所称的

“退林还耕”。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高温天气持续
北方为何热过南方？

这几天，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发展迅猛，许多地
方出现40℃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23日
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持续高温天气成因有哪
些？何时结束？北方为何热过南方？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近期高温天气的成因主
要是华北、黄淮等地受到较强盛的暖气团控制，且影响时间较长，
同时在高压脊控制下，天空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增温促进升温。
此外，夏至时节白昼较长，太阳光照时间长，加之华北、黄淮等地
空气湿度小、天气干燥，有利于气温升高及高温维持。

统计显示，今年6月以来（截至22日），全国共有183个国家气
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月极值，有46个站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地区
高温日数6.4天，较常年同期（3.3天）偏多3.1天，为1961年以来历
史第 5 多，仅次于 1972 年、1968 年、2005 年、2022 年。北京（7.9
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河北（7.8天）为次多，天津（6.1
天）为第三多。

还未入伏，为何北方就热得这么厉害、甚至热过南方？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高辉表示，我国各地高温集中时段

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南方地区通常在盛夏时段进入高温季，而北
方地区往往在初夏时段。

对华北地区来说，通常雨季前的6月至7月初更易出现高温
天气，连续数天的高温在6月也较为常见。这段时间主要以干热
型高温为主，表现为气温高、湿度小。“进入7月后期，随着副热带
高压北跳和夏季风往北推进，水汽输送和大气湿度增加，云量增
多，会出现闷热天气，也就是湿热型高温。就最高气温而言，前一
时段气温最高值通常高于后一时段。”高辉说，但体感温度不仅和
气温有关，还受到湿度影响，往往在湿热型高温下，体感温度更
高。高辉表示，全球变暖背景下，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极端高温发
生的频次都在增加。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特别提醒

高温闷热天气 谨防“情绪中暑”

为什么会出现情绪中暑？

徐昭媛介绍，情绪中暑在医学上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
征”。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
气，会对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
夏季人体排汗增多，体内电解质代谢容易出现异常；加之易睡眠不
足，食欲降低使正常的代谢失调，从而影响大脑神经活动，极易引
发心理波动，出现情绪异常。

情绪中暑有哪些症状？

徐昭媛表示，情绪中暑的主要症状是心情烦躁、易动肝火、好
发脾气、思维紊乱、行为异常、对事物缺少兴趣、注意力不集中、容
易健忘等，不少人常因一些小事而大动肝火；还有人可能会出现自
我强迫行为。严重一点的情绪中暑容易发生在高温作业者身上，
当一个人长期高温作业时，可能在情绪上会产生一种绝望感。

如何预防情绪中暑？

徐昭媛建议，一是从生理角度“降温”，注意清淡饮食，营养均
衡，可适量食用一些凉性的食材，如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不要
贪凉，空调温度调到26摄氏度为宜。二是要从心理角度“降温”，
保证睡眠，不要熬夜，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调节情绪。“如果通过自
我调节的方式仍然不能有效缓解不良情绪，就需要及时就诊医学
心理科，通过专业医生的指导来帮助自己。” 据人民网

随着全国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许多人出现
了心烦气躁、郁闷、易怒等情绪中暑的隐性表现。对
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主任医师徐昭媛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提醒，连续高温闷热天气要注意自我心
理调节，谨防出现情绪中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