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翁振民 聂孝建

近日，山东省沂南县张庄镇南北沿
汶村、大惠家庄村、小河村等 1600 余亩

“旱改水”稻田项目已完成改造。
张庄镇地处沂南县南部，素有“沂

南前客厅，临沂后花园”之美誉，辖 19个
行政村、5.3 万余人。张庄镇行政区划
面积 114.47 平方千米（合 17.17 万亩），
其中耕地面积 6.5万余亩。淮河水系的
汶河自镇域西北部的辉山村入境，由北
而南迂回前行汇入沂河，境内河道全长
达 14 千米。该镇汶河两岸有种植水稻
的习俗，两岸大部分地势低洼的土地沉
积成了水稻作物生长所需的特种土壤
结构。近年来，张庄镇以省级农村综合
性改革试点为契机，发挥水源充足和水
稻种植传统优势，一手开展深翻土层、
平整地面等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手以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推进农户个
体经营单元要素向“合作社+土发集
团+乡村振兴合伙人+农户”的“雁阵模
式”转变。

“雁阵模式”的具体工作分工为，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合作社负责流转分
散农户土地，申请设立“旱改水”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县土发集团负责项目综合
评估立项和提供项目资金支持，科学配
置项目区抽水机房、蓄水池、排灌水渠
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造“旱能灌、涝
能排”稻方田块；乡村振兴合伙人负责
统一提供综合性的农业种植和经营技
术；农户在保证已经获得土地权益的前
提下，可出让土地使用权，支持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和项目生产。

2021年 8月份，在张庄镇党委、政府

的引导下，村党支部领办了“农业生产
合作社”，通过制定细致的土地流转工
作办法和流程及集体与个人利益分配
方案，合作社以每年每亩 1000 元的价
格，顺利完成 1060 户村民、960 余亩土
地的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工作，成了全镇
第一个“旱改水”项目。

“‘旱改水’项目给我村带来了三方
面的好处：一是收回了流出的耕地，不
仅稳定了粮食种植面积，而且还提高了
粮食产能。二是村里残疾人、老年人等
弱势群体有了‘兜底’收入。三是土地

‘托管’给乡村振兴合伙人后，青壮年农
民可在城内务工，多渠道增加收入，壮
大经济实力。”项目实施当年就获得成
功的北沿汶村党支部书记尹作强兴奋
地说。

位于汶河南岸的大惠家庄村实施
该项目有了参照模式，操作起来显得较
为熟练。据该村党支部书记薛克东介
绍，2022 年秋天，该村启动了“雁阵模
式”，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将村北的低
洼耕地顺利流转出了 496亩，实施“旱改
水”项目。项目立项成功后，腿脚麻利
的村民揣着每年每亩 1000 元的土地流
转转让费，放下了一个多年想放而又放
不下的“低洼地”包袱，身心轻松地奔向
了早已联系好打工地点的大城市。而
村集体经济也因项目立项镇、村分成和
项目种植利润分红而不断壮大起来。

据小河村党支部书记赵凤霞介绍，
村里采用“雁阵模式”，在“旱改水”项目
的支持下，建设了集水稻种植、龙虾套
养、田园认领、浅水垂钓、滨水体验、野
外露营、儿童娱乐、休闲度假、农业观光
于一体的“稻香龙虾”农业旅游项目。

山东沂南县张庄镇

“雁阵”带动低洼耕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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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聚焦行业聚焦土壤三普在行动

1月15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佐龙乡野溪水库灌区，工人正在操作机械进行农
田整治施工。近年来，永丰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平整水库灌区耕地、铺
设田间机耕道和修建灌溉排涝渠道，着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扩大粮食旱涝保收面
积，保障粮食安全。 刘浩军 摄

江西永丰县
农田整治保丰收

□□ 祖明远 郭超英

1月18日，随着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高渠镇白虎村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接近尾声，当地400多亩“靠天吃饭”的
零散耕地变成了“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高标准农田。

“当前，绵阳市仍有171.6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尚未建成
高标准农田。”踩着刚平实好的田埂，绵阳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项农业综合系统工
程，其中“能排能灌”是衡量高标准农田的一项重要指标。

“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要优化‘水网’建设、打通农田
灌溉用水‘最后一公里’。”该负责人介绍，目前，绵阳市
共有 7098座固定提灌站，其中 30%以上存在运行不畅，
蓄水、提水能力减弱等问题，部分已经建成的工程设施
经过多年运行使用也逐渐老化失修。

如何破局？据了解，2023年以来，绵阳市农业农村
局抢抓冬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黄金期，紧盯工程质量，
做好工程监督，扭转部分地区重建设轻管理思想，加大
管护力度。据统计，目前，绵阳已完成 521处固定提灌
站的整治工作，维护、改建灌排渠道566公里，整治山坪
塘723座，同时开展新渠建设引水、改造旧渠保水、管道

灌溉节水等工作。
前不久，绵阳市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三年行动（简称

三年行动）现场推进会在游仙区仙鹤镇石龙村召开，标
志着以解决农田灌溉供水保障不足、田间渠系不畅、管
护不力等问题为核心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正
式启动。

“待三年行动完工后，绵阳将完成新改建田间渠道
1400公里、疏浚田间灌排渠 4000公里以上。”该负责人
介绍，水通，路也要畅，田间作业道路是农田宜机化作业
的基础，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先决条件。

“路网”建设决定着农田机械化生产经营水平的高
低。据了解，2023年以来，绵阳市已在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区建设机耕路142公里，田间作业道路356公里，项
目区道路通达率达95%左右。

“小并大、弯改直”，站在附近的半山腰，400余亩的
高标准农田一览无余，一块块农田大小相近、形状相
似。在高标准农田“田网”建设中，绵阳以地方实际需求
为基础，区分平坝、丘陵、山区，结合田土调型、面积、地
形、坡度等要素，2023年以来，共实施土地平整 5.46万
亩，同步做好表土剥离和回填，有效保护耕作层。

四川绵阳市探索水路田“三网”齐建

□□ 刘盼盼 云小婉

“以前我们农民下地浇水都是一家一
户拉着水泵、泵管去地里，十分麻烦，而且
浇地还要排队。现在通过高标准农田建
设后，各方面设施都齐全了，路修通了，出
行方便了，农民浇地基本上不用操太多
心。”1 月 21 日，在河南省杞县葛岗镇齐寨
村田间，村民彭功超一边在地里查看小麦
长势，一边夸赞田间设施修建得好。

为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力保障粮
食生产，2023 年以来，杞县农业农村局对
全县耕地进行了梳理，将缺井少渠、从未
开发过的耕地列为优先开发区域，同时，
到项目乡镇所在地召开项目区各党支部
书记会议，系统讲解项目开发的目的和
意义。

杞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鲁凤
胜说，在项目设计过程中，科学规划每一眼
井、每一座桥、每一个变压器的坐落位置，

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提高了杞县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为农业增产、土地增效、农民增
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统计，2023年，杞县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新建面积 2.4 万亩，总投资 3600 万元，
项目区规划新打机井 252 眼，铺设地埋管
67601 米，地埋线 118228 米，新修田间道路
23721 米，农桥 22 座，开挖沟渠 3886 米，栽
植绿化树木 8637株，购买有机肥 2400吨。

“通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壤改

良、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
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等工程建设，进
一步改善了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
件，提高耕地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和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鲁凤胜介绍，下一步，将继
续稳步推进采购有机肥、秸秆还田等提高
地力措施，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推动农
田水利与绿色生态协调发展，积极为扛稳
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夯
实基础。

河南杞县优先解决“缺井少渠”难题

近日，安徽省池州市土壤普查办紧紧围绕方案制定、招标采
购、人员培训、外业采样、样品制备、检测化验等关键环节，压茬推
进外业调查采样与内业制备检测，严格落实全程质量控制举措。
聚焦力量保障、质量监督、进度管理，全力推进土壤普查工作。

全要素保障到位。加强组织保障，市、县成立土壤普查领导小
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抽调人员集中办公，统筹协调推进日常工
作，市本级与 4个县区土壤普查办共集中专班工作人员 26人。加
强技术保障，组建涵盖 16名土壤、地质等方面专家的土壤普查技
术专家库。县级通过招标程序落实技术支撑单位。市县两级共组
织开展技术培训10余场，培训600多人次，从理论和实操两方面对
参与普查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加强资金保障，积极与财政部门沟
通会商，编制资金预算方案，足额保障土壤普查工作经费，2023年
市县落实经费 2004 万元，按合同约定向各服务单位及时拨付资
金，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全流程质控到位。强化现场质控，县乡农技人员全程跟进监
督检查，覆盖全部调查采样点位，对不符合规范的操作现场指导更
正，督促采样队严格按照土壤普查技术规范进行采样。市土壤普
查办组织专家对外业调查采样进行质控抽查13次，把牢土壤普查
第一道关口。强化数据审核，县级制定全程质量控制方案，安排
12名专业技术人员审核平台数据，重点对采样方法、景观照片的
规范性和调查资料完整性等进行检查，县级初核通过后再报省级
复核。强化内业监督，市、县土壤普查办加强对样品制备和内业检
测的质量监督，先后会同技术支撑单位到相关机构实地督促检查
11次，掌握样品制备、保存、流转、检测等工作情况，督导制备检测
单位做好内部质控，确保土壤普查检测数据准确可靠。

全链条管理到位。加强调度推进，市土壤普查办先后组织召
开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部署会、推进会12次，印发工作通报3
期，对进度靠后的县区点名通报，压实工作责任。加快调查采样，
高质量完成样点校核，加密地理标志农产品样点112个，优化调整
表层样点 173个。外业调查采样招标完成后，县级土壤普查办立
即组织农技和采样人员进行土地利用、种植制度、农作管理等基础
信息调查。采样正式启动后，组建23支采样队抢抓秋收秋种采样
窗口期，倒排时间表，分组分片同步开展、迅速推进。截至2023年
12月底，全市累计完成表层和剖面样点采样调查 1887个，完成率
83%，表层和剖面完成率均超80%。加强统筹衔接，做好外业调查

采样、样品制备和样品检测工作的有序衔接，采集土壤及时转送制备，制备完成后由
省级质控单位转码加密流转至检测实验室。市土壤普查办发挥“协调指挥部”作用，
每日对样品转送、制备、检测等情况调度通报提醒，分析进度和差距，避免各环节样品
滞留影响进度，实现无缝衔接。县级土壤普查办根据工作提醒，强化时间节点有序推
进，及时与相关机构沟通对接，协同合作补齐短板。截至2023年12月底，全市完成样
品制备1980个、检测化验784个，制样和检测总体进度均居全省前列。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安
徽
池
州
市

压
茬
推
进
外
业
采
样
与
内
业
检
测

资讯

“四不两直”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
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
场，是上级为了解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真
实想法、发现真实问题而形成的一种工作方
式，如今已经普遍推开。近几年，农田建设
项目管理中运用“四不两直”明察暗访工作
方法，取得了一定实效，发现和解决了项目
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提高项目
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结
合近两年参与相关工作的经历，笔者就改进
和完善此项工作有一点体会，与大家分享。

充分做好行前准备。一是组建工作组，
结合区域地形、气候特点和农田建设立地条
件，抽选工程、测绘、财务等方面专家，组成
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兼任联络员，负责协调
工作。二是选定目标县，根据日常工作掌握
的有关倾向性问题和其他相关因素，确定目
标县，每个县抽查项目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20%，且至少深挖一个项目（片区）建设质
量。三是确定抽查项目，工作组结合目标县
项目的立项年份、建设内容、建设阶段、上图
面积等情况，进行综合研判，最终确定抽查
的具体项目。四是准备计量设备，便于携带
的卷尺、回弹仪、手持GPS土地测量仪等仪
器设备可作为首选。

确定明察暗访内容。依据农田建设有
关规划、年度计划、项目初步设计和项目批
复等文件确定的建设任务，按照农田建设质
量管理有关规定，重点对在建或者竣工农田
建设项目工程措施进行摄影、摄像记录并如
实记载。

具体来说，项目实施情况，包括项目审
批、项目方案、项目选址、项目设计申报批复
情况，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六大工程（土地平
整、土壤改良、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
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建设及

质量情况，土地平整中耕作层剥离再回填执
行情况，项目内容变更调整情况及原因等。
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健
全，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和合同制
等落实情况以及项目档案资料管理等。资
金使用情况，包括资金到位、使用和管理情
况，财务制度执行情况，是否存在资金滞留
和违规使用的问题等。验收考评情况，包括
是否按项目实施要求开展县级自验、市级全
面验收、省级抽查等情况，上图入库情况
等。问题整改情况，包括是否存在工作作风
漂浮、插手干预工程项目建设、截留、挪用或
贪污项目资金、行贿受贿等作风和腐败问
题，各级历次检查、验收、审计、纪检监察反
馈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媒体和群众反映问
题及整改落实情况等。成效发挥情况，包括
是否按要求实现项目功能，改善农田基础设
施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社会、经

济和生态效益情况等。
通报反馈检查情况。明察暗访结束

后，工作组要及时召开碰头会，结合各自专
业领域及发现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形成意
见，向被检查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反馈检
查情况，所有存在问题应该有理有据，被检
查单位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签字确认，提
出处理意见。

督办整改存在的问题。严肃查处发现
的问题，建立整改台账，组织力量立限整改，
逐一对账销号。对在建工程不能立查立改
的，一律停工，整改到位再施工。对已建项
目一时不能完成整改的，要明确整改时限及
要求，限期整改到位。针对发现的问题，分
析农田建设质量管理方面存在的盲点、堵
点、痛点，完善质量管理制度体系，构建长效
机制，坚决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作者单位：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如何做好农田建设项目“四不两直”工作
□□ 王军相

大家谈

□□ 热孜万古

1月21日，在新疆巴楚县英吾斯塘乡
再库勒村千亩农田节水灌溉及土地平整
项目建设现场，数台挖掘机、铲车在连片
田间来回穿梭，种植户们正抢抓春耕备耕
前期筹备时机，加快推进土地平整进度，
确保不误农时。

近年来，巴楚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
引擎，不断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通
过土地整治、水利设施完善、土壤改良等
一系列措施，将传统农田转化为高产、稳
产、高效的新型农田，不仅提高了农田的
产出效益，还确保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英吾斯塘乡采取整乡推进、整体提
升、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等措施，通过

“整村整乡推进、集中连片打造”方式，在
建设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高产
稳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的同时，把
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助力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重大举措。土地平
整后，高效节水农田可在农业灌溉、机器
耕种等方面减少开支，为农民收入进一步
提高提供了保障。

英吾斯塘乡农办干部景智南说：“我
们村目前已实施高标准农田面积 4060
亩、占比 42.5%；已实施碎片化整理面积
2136.3亩、占比22.37%。充分发动农户主
动性，逐步推行‘小田并大田’。我们所在
的位置平整前有 14 块地、284.6 亩，平整
后为310亩，新增土地25.4亩。从2023年
9 月到目前，实施土地碎片化整理 899.2

亩，计划今年6月对2371亩碎片化土地平
整完毕。”

巴楚县通过实施土地平整项目，使用
好、保护好耕地资源，转变耕地使用方式，
改变以往的小农耕种模式，融入现代科
技，给各村的农业发展带来另一番景象，
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

景智南介绍，通过实施“小田并大田”
土地碎片化整理，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转变了经营方式，增加了经营性收入；节本
增效，提高用水保证率，小麦作物单产预计
达到480公斤；解放了富余劳动力，增加了
工资性收入。通过土地碎片化整理降低
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同时农户外出务工就
业，预计每户可增收6000元左右；还增加
了集体土地，壮大了村集体经济，预计

2024 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13.4 万
元。通过村党支部发挥引领作用，对全村
产业进行规划，稳步推进“小田并大田”，帮
助群众增收致富，得到了一致好评。

农田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使得巴
楚县的特色农产品如小麦、棉花、玉米种
植等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
来源。随着农业产值的提高，农村的基础
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农民的生活质量
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再库勒村村民木太力甫·阿卜力克木
说：“现在我们统一播种和管理，种植成本
每亩节约了 100 元左右。现在的小麦出
苗率高、长势好，今年的收益肯定不会
差。‘小田并大田’土地碎片化整理真是件
一次投资、长期受益的事情。”

新疆巴楚县

平 整 土 地 建 良 田

眼下，从北到南，各地正抢抓冬春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的黄金期，加快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田基础设施提档
升级。农田变得越来越有科技含量，引
领着农业生产方式向高质量、高抗灾能
力、高资源利用效率变革。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大力推进建设“田块平
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田配
套、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的高标准农田，
将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装备
水平、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和土地产出效率，
是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随着“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深入实施，各地不断加
大投入，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
土壤培肥改良等，不断改善农田基础设施
条件。

科技赋能，农田“变身”良田。建设高
标准农田，科技支撑是关键。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高标准
农田建设提供了一系列的新技术手段。遵照相关标准，
各地落实田块平整归并、灌排设施建设，在土壤改良、农
田建设、田间管理等各个环节严把质量关，建设农田监控
系统、农田灌溉自动化控制系统等设施，充分运用信息化
技术、智能化农业设备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发展智慧农
业、绿色农业。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三分建、七分管”。有的地方创
新性运用金融、保险等手段，助力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
维护；有的地方充分调动当地新型经营主体、农户、田长
等积极性，建立高标准农田良性管护机制；还有的地方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土壤墒情、作物苗情等各方面信息
的高效采集与分析，实现无人化种田、天空地一体化监
测。这些都在更深的层面改变着农业生产的面貌。

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要进一步发挥机制
创新的智慧，释放科技支撑的力量，将“高标准”真正转
化成更高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平畴沃野上书写新的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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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湖南省宁远县桐山街道高福村，挖掘机正在平整土地、修筑田埂。近年来，宁远县充分利用农闲时节加
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配套设施水平，改善农田灌溉及耕作条件，并将农田建设与区域生态治理、农旅融合、
产业规模化发展相结合。 骆力军 乐水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