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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浦农业农村委﹝2024﹞17号

各镇人民政府、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持续推进浦东新区优质稻米三年行动计划，促进

本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科技对提升水稻大面积单产的

支撑作用，加快优质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满足当

前水稻生产需要，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组织区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遴选出 2024年水稻主导品种 10个、水稻生产主推技术 6项

（见附件），现予推介发布。

各镇、各相关单位要围绕保障粮食安全，提高粮食单产的

要求，引导广大水稻种植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应用水稻

先进生产技术，不断促进本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各镇应做

到充分尊重农户主体意愿，引导农户选择适宜的水稻主导品种，

种植水稻主导品种方可享受该年度良种物化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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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应及时组织各镇开展关于水稻品种特

点、栽培技术、风险提示等方面的培训，指导各镇做好本年度

的水稻用种需求申报和供种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1. 2024年浦东新区水稻主导品种推介目录

2. 2024年浦东新区水稻生产主推技术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4年 2月 1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2月 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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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品种名称 选育单位 审定编号 品种类型 风险提示

1 花优 14 上海市农业

科学院

沪农品审水稻 2008
第 001号 杂交稻

2 秋优金丰
上海市闵行区农科

所

沪农品审水稻 2006
第 002号 杂交稻

3 弘优 26
上海弘辉种业有限

公司、上海市农业

科学院

沪审稻 2021001 杂交稻 防倒伏

4 申优 28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沪审稻 2020002 杂交稻 防倒伏

5 松早香 1
号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

沪农品审水稻 2014
第 006号 国庆稻

加强稻瘟病

防治、防倒伏

6 南粳 46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粮食作物研究所

沪农品审水稻 2009
第 003号 常规稻

加强稻瘟病

防治、防倒伏

7 青香软粳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沪农品审水稻 2014
第 004号 常规稻

加强稻瘟病

防治、防倒伏

8 沪软 1212

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上海市崇明区

农业良种繁育推广

中心、上海上实现

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沪审稻 2017017 常规稻
加强稻瘟病

防治、防倒伏

9 上师大 19 上海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院
沪审稻 2021004 常规稻

加强恶苗病

防治

10 秀水 613 浙江省嘉兴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
沪审稻 2019004 常规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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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以水稻不同品种特征特性为前提，结合本区水稻品种主栽

方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落实水稻绿色生产技术规范，重点

推进以下“六大”技术的集成及应用:

一、绿色茬口模式技术。结合主推品种、主栽方式及优质稻

米产业生产等因素，坚持生态为先，绿色发展的工作思路，大

力推广冬绿肥种植、增施有机肥、秸秆机械还田和冬耕晒垡等

耕地养护技术，探索水稻生态种植技术模式，构建起集用地养

地相结合的粮食作物绿色茬口模式和适合机械化作业的粮食作

物机械化耕作制度模式，保护农田生态环境，促进土地资源永

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二、粮食机械化生产技术。以推进粮食规模经营发展、提高

粮食生产机械化作业水平和产业化发展为重点，大力推广粮食

作物机械化种植及其配套栽培技术，推进同步侧深施肥的技术

应用，提高技术普及率和到位率。同时积极开展机械化施肥、

植保机械化统防统治，加速推进本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

和产业化发展。

三、良种良法配套模式化技术。重点建设以茬口模式、栽培

方式、群体调控指标、肥水运筹和病虫草绿色防控为一体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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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绿色高效生产模式，提倡绿肥种植或冬耕养护，各示范点应

结合茬口模式和主栽品种特点，不断完善相关技术指标，提高

技术到位率。

四、氮磷钾养分平衡施用技术。以作物生长需肥规律为重点，

结合土壤肥力和作物生长各阶段群体调控指标，注重氮磷钾养

分平衡施用和农田生态环境保护，侧重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或复

混肥，包括粮食作物专用配方肥、三元复合肥、缓释肥等，提

倡肥料深施和机械化施肥，合理调配氮磷钾养分和前后期氮化

肥比例，综合运用以水调肥、以气养根、肥水与病虫草防治协

调管理的综合调控措施，以实现养分利用的最大化，减少面源

污染。

五、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按照“公共植保、绿色植保”

理念，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综合运用农

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以及化学防治等技术手段，加强

病虫害精准测报，严格把控防治指标，科学、合理、安全选用

高效、低毒、低残留、以及环境友好型农药，大力推广高效植

保机械和专业化统防统治等措施，有效控制农作物病虫草害的

发生，确保农作物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

安全，以促进粮食增产增收，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六、水稻绿色生产技术。针对当前水稻高质量、现代化的发

展要求，通过合理选择生产投入品、科学施肥管水、培育壮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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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草害防治等绿色生产技术的规范应用，既提高了水稻质量，

又满足了粮食需要，有助于水稻生产向绿色生态转型。推动水

稻生产信息上网，强化水稻生产的可追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