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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友好水稻 2023 年度总结 

 

一、项目概况 

气候友好型水稻种植技术是一项创新技术，由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的吕世华教授及其团队研发。通过覆盖与其他耕作方式相结合，气候友好型水稻

种植技术可以有效减少约 80%的甲烷排放和约 70%的用水量。同时，还能减少约

三分之一的化肥使用量，在干旱天气下保持或提高水稻产量。气候友好型水稻种

植应用了覆盖技术，更少的肥料、种子、用水量，并且缩短了秧苗间距。这种全

面的水稻种植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水的使用和污染，同时即使

在气候不利的年份也能增加或稳定产量。 

项目通过建立气候友好型水稻种植技术的推广模式，包括行为科学项目和推

广案例，有效减少中国水稻种植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而有效回应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肩负落实“双碳”目标的使命和担当，让乡村生

态振兴成为落实“双碳”目标的新阵地。 

 

二、项目开展情况 

因项目第二期备案于本年度 3月完成，且农业生产种植跟随时令，项目开展

主要从 4 月至 12 月，开展地域主要为云南、湖南、黑龙江、四川、广东五省。

本项目仍采取与当地的社区社会组织合作的方式，帮助农民改善水稻种植方式。

云南省合作的在地机构为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昆明市呈贡区梦南舍可持

续发展服务中心；湖南省合作的在地机构为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黑龙江

省合作的在地机构为五常市泽川农业有限公司；四川省合作在地机构为成都家园

行动公益服务中心；广东省合作机构为乐活（广州） 生态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1、云南省项目开展情况 

（1）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在 2023年确定了在昆明、普洱、玉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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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四个地区开展项目活动，具体地点包括：石林县小者乌龙村、石林县小屯村、

澄江县海边村（抚仙谷晶喜庄园）、墨江县克曼村、洱源县凤翔村（许重烈家庭

农场）；主要活动包括：①实地拜访 7 个基层农业部门、2 个科研院所、3 个水

稻种植合作社并走访 5个常年种植水稻的乡镇，洽谈落实试验田合作选点；②因

地制宜设立试验田，在各项目选点设立 1－3 亩规模不等的试验田，并与基层农

业部门一并为参与试验的农民、农场提供技术指导，解决田间问题，收集参与各

方反馈意见；③能力建设，在石林小者乌龙村、小屯村等地开展面向农户的技术

培训。其中板桥街道、小屯村委会共同在小屯村开展气候友好稻作技术培训，约

有 150位老乡参加；④交流活动，如思力中心通过邀请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

老师到访石林试验示范地，并联合石林县农技推广总站在石林县板桥街道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召开“气候友好稻作”为主题的交流活动，就农业应对气候干旱措施、

农业技术创新与实践推广展开交流讨论；之后思力中心与石林县农技推广总站合

作举办了丰收测产活动，邀请了云南省科技厅、板桥街道政府、板桥街道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等政府部门代表参加。 

（2）昆明市呈贡区梦南舍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心 2023年开始成为“气候友好

水稻”项目合作伙伴，工作主要覆盖区域为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主

要活动包括：①通过与村庄项目协调员一起走访勐遮镇和勐混镇有意向参与设立

试验田的农户和农场，确定了两个专业合作社（勐海振升农业专业合作社、勐海

依布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和一个村民试验小组（孟冈村村民试验小组）落地试验

田；②能力建设，于 2023年 5月 9-10日组织了一次现场培训，分别针对当地水

稻种植采取直播和插秧的不同情况，介绍了水分管理、开沟管理等技术操作要领，

并针对参与试验的农户和农场的不同种植习惯和品种特性进行交流，给出指导意

见；不定期组织农户交流会，及时了解项目过程中的问题、难点，与农户农场一

起探索处理方案；③提供工具及使用指导，为参与试验的农场提供小型开沟机器

（以代替传统上繁重的人工开沟），显著降低了开沟操作的劳动强度和成本投入， 

提高水稻开沟工作效率。 

2、湖南省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在湖南 4 个农场落地示范气候友好水稻

种植，验证气候友好水稻技术在湖南地区应用的可行性。主要活动包括：①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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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访招募，经过实地考察走访和交流，与 4家农场达成合作，分别是朴愿博有

机农耕科普园、稻梦田园文旅基地、浏阳市众行农机专业合作社和益阳市赫山区

红胜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②气候友好稻作试验落地与管理（2023年 6月-2023

年 10 月），6 月跟进 4 家农场的试验田陆续插秧，确保按照要求进行开沟和数

据记录等；7 月-10 月，跟进 4 家农场的试验田按照要求做好数据记录和收集，

根据 4 家伙伴的进展，每月至少一次前往项目点观看试验田的生长状况， 及时

处理各类问题；10 月-12月，跟进 4家农场的试验田稻谷产量数据，收集并反馈

建议，与 4家农场沟通下一年的计划；招募并拜访联系其他地区的种粮大户，邀

请新的合作伙伴加入下一年度气候友好水稻项目；③项目记录与传播，已完成水

稻抛秧、试验田开沟、收集试验数据、安装气象站、农户采访等重点内容，以及

水稻生长节点、收割水稻画面、水稻收割后对比、专家采访等的拍摄；④气候友

好水稻展示与宣传，已完成 4家试验田的气候友好水稻公示牌内容设计，正在跟

进制作与安装。 

3、黑龙江省项目开展情况 

与五常市泽川农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展项目，项目周期从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3年 12月 31 日。五常市泽川农业有限公司安排约 10亩水稻田按项目技术要

求进行种植和田间管理，项目为泽川公司提供资金 34580元，以及配套小型水田

开沟机一台，并在种植过程中给予技术指导。目前项目种植阶段已结束，所有试

验田已于 10月份完成收割，目前正在项目总结和结项的最后阶段。 

4、四川省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成都家园行动公益服务中心主要活动包括：①在简阳市寨子村和乐至

村与当地的农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起开展稻米覆盖种植技术优化试验，从 3

月份插秧到 9月份水稻收获，并进行相关经验总结；②开展气候友好稻作种植技

术培训，分别在寨子村和乐至村开展了不同形式的 12 次培训和田间指导，从起

垄、育秧、移栽、施肥、覆盖、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各个关键环节对参与试

验的农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指导；③开展土壤友善管理继续学习和丰收节等

社区活动，通过通俗易懂的培训内容和参与式方式向农民介绍土壤科学知识，让

农民不仅知道技术怎么做，还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对自己

长远的农业生产有什么好处，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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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广东省项目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乐活（广州） 生态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内容和成果主要包括：①

完成气候友好稻作农场技术指南手册，供各地合作伙伴、农场和农户参考实施， 

并根据各地项目反馈情况对技术指南手册进行优化更新；②针对项目中的技术要

求探索机械化解决方案，搜寻评估市场上潜在合适的农机具（主要是开沟机）提

供给项目农场使用，提供农机使用培训指导，有效降低农场实施气候友好稻作的

人力成本投入；③针对实施气候友好稻作项目的农场和农民朋友在水稻种植过程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例如极端干旱天气应对、草害爆发等问题，及时提供技术指

导和应对策略建议，避免更大生产损失；④对各地实施气候友好稻作项目的农场

的反馈进行归纳汇总分析，为未来项目的规划设计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6、项目其他工作 

①完成了项目对外传播平台（官方公众号）的注册、命名和初步内容规划；

②完成了项目案例报告的初稿，正在进行整合写作；③完成了“气候友好稻作”

大米的相关印刷品设计与初步打样，初步完成产品准备；④进行气候友好水稻技

术路径及推广路径调研，基本完成技术路径的适应区域特征及潜力分析，有待收

集伙伴机构反馈并进行修订；构建了“气候友好水稻”的工作框架、路径清单和

不同技术间的联用可行性；已完成“气候友好水稻”农技体系和农村社区推广模

式的实地摸底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