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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良田行神州良田行土壤三普在行动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当地高标
准农田建设不断推进，小田变大田、成为
高产稳产田的过程中，土地适度规模化
经营并非持续增长，相反，分户经营的数
量有所增加。

当地干部告诉记者，这是由于高标
准农田建设改造以后，种田变得更容易、
更便捷。于是，不少过去不愿意种地的
农户也回来种地了，有的农户甚至一边
在外地务工，一边时常回来进行作物的
田间管理。对这一现象，当地充分尊重
和理解，并不一味过快追求规模经营。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田、土、水、路、
林、电、技、管综合配套提升，农田基础设
施改善了，粮食生产从播种到收获逐渐向
全程机械化过渡，田间管理需要的人工越
来越少，甚至有时农户只需拿出手机，便

可指挥田地里的喷灌设备进行作业，一家
一户都能管理上百亩的农田。农业科技
的力量，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让种田不再
像过去那样辛苦，愿意种地的人也就多
了。可以说，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回答

“谁来种地”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经济

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有大农场，
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程度高；有的地方天
然存在着大量的小农户、小散田，对此充
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通过发展社会化服
务等途径来带动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
业，也不失为有效的办法。对很多农民
来说，“在老家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
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
踏实”，而高标准农田建设确实让他们在
城乡之间的进退更有底气和依靠。

地好了，种地的人也多了

记者手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清新

孟春时节，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
孔镇镇十万亩连片的高标准农田，放眼望
去，土地平旷，田块成方，灌溉沟渠整齐排
布，机耕道路互连成网。一口口农用井十
垄相隔，成方连片的冬小麦吐出新绿。

“过去，我流转的这 500 多亩地得半
个月才能浇完，每亩地要付10-15元的人
工费。如今，电闸一推，打开喷灌设备，20
多个小时就能全部完成，不仅节省了时
间，连人工费也省了。”谈起高标准农田带
来的便利，孔镇镇吕门楼村种粮大户梁勇
感触很深。

近年来，德州市深入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作为全国首批开展
整地市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将
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与“吨
半粮”创建有机结合、一体推进。截至
2023 年底，德州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838.4 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 88%，形成
党委政府统筹协调、部门齐抓共管、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的农田建设格局，探索出

“一企一会一管家”的高标准农田建管用
一体化长效机制，有效化解高标准农田
管护难题。

国企建设 监督体系完备

“一企”即由县级人民政府明确县级
国企作为项目法人，在农业农村部门监督
指导下开展工程建设，对高标准农田建设
质量、运营管护负总责；“一会”是指由乡
镇人民政府设立本区域农田管家协会，与
县级国企对接，负责“田管家”的推选管
理，做好损毁设施的报修维护工作，农业、
水利部门负责对管家协会进行指导；“一
管家”即在村一级根据本村耕地规模，设
立“田管家”，负责对本区域内高标准农田
基础设施进行巡查和日常检修，发现问题
及时上报。

在孔镇镇，记者看到，每隔 500 多米
一条的灌溉渠可以实现两侧各 400 多亩
农田的排灌，而“六横六纵”12 条灌溉渠
形成的网络，就能解决十万余亩高标准农
田的排灌问题。田间地头，不时有农田管
理员巡查水电设施。这样的设计“巧思”，
在德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使用过
程中，并不少见。

乐陵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市乡村
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刘玉花告诉记者，按照
地市级的统一规划部署，乐陵市高标准农
田建设从最初的规划设计开始，充分调动
国企、农户、农技人员等多方广泛参与，层
层论证把关，小到工程管材的钢筋含量，
大到设计选址，都反复征求村民意见建
议，保证农田建设的高标准、科学性和合
理性。

2023年5月开始，乐陵市确定了县级
国企负责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管护
具体工作，同时，由农业农村局负责工程
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财政局负责财政资
金审核、监督和管理；市国有资产管理运
营服务中心负责国有企业的运营、管理。
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建立上述各部门的
联席会议制度，有效推进工程建设。

据介绍，为壮大县级国企资产规模，
提高投融资能力，新建高标准农田项目形
成的资产直接划归县级国企；2019 年以
来德州市高标准农田项目形成的资产，全
部划归县级国企；2019 年以前德州市高
标准农田项目和改造提升项目形成的资
产，随着德州市整区域推进，完成一批、划
归一批，直至全部划归县级国企。

德州市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不断完
善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
位保证和政府监督相结合的质量和安全

管理体系，从项目设计、工程施工、竣工验
收到建后管护等各环节全面加强质量管
控，确保项目建一处、成一处、发挥效益一
处。德州市农业农村部门、项目法人单
位、代管公司等形成监管合力，并注重发
挥好群众的监督作用，监理人员切实履行
监管责任，全天在岗盯施工现场，对项目
建设开展全过程的监管，提升建设质量。

多方联动 创新管护机制

“在使用的时候，先要打开1个至2个
防水栓，第一次刷卡显示卡内用电余额，
再刷一次卡，就能打开水泵浇地。等浇完
地，第三次刷卡，关闭电源，收回余额电
量。”孔镇镇吕门楼村农户赵学生说起泵
水站的管理和使用，如数家珍。

像赵学生这样的农田管理员，吕门楼
村有 8个，平均每人负责 200-300亩高标
准农田管护。管护内容不仅包括农田基
础设施维护，而且涵盖作物从种到收全过
程的田间管理的指导监督。吕门楼村干
部吕挺良告诉记者，一个“田管家”一年的
收入约 1万元到 2万元，这其中包括土地
流转收入、收益分红、设施管护收入、田间
管理收入等。

德州市在高标准农田管护使用中，主
要采用两种模式：对新型经营主体经营的
已规模流转土地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由新型经营主体负责管护；对土地分户经
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由“田管家”进
行管护。种粮大户梁勇属于前者，他负责
自主经营的 500 多亩高标准农田设施的
管护维修；而赵学生则属于后者，像大多
数分户经营的农户一样，他个人的2亩多
地，统一流转给县级国企进行粮食规模种
植，自己则当起了村里的“田管家”。

据孔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涛介
绍，孔镇镇的 10 万余亩高标准农田主要
通过统一流转方式，交由当地一家县级国
企统一建设推进；同时，在乡镇一级设立
农田管护协会，在村一级设“田管家”对农
田管理和使用。

土地租金、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机
等由国企统一负责，“田管家”作为“吹哨
人”，负责高标准农田的工程建设监督、设
备管理维护、粮食种收的田间管理指导。
在保底产量以上，“田管家”还可以参与分
红。“打的粮食越多，收益越高”，大大调动
了“田管家”的管护积极性。

在庆云县，记者了解到，一位“田管
家”可以管理500-600亩农田。山东鲁供
庆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该公司设立了高标准农田管护服务

中心，负责对接乡镇农田管家协会，对“田
管家”工作进行考核奖惩，并对上报的损
毁设施进行维修。

德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服务中
心主任张宝东表示，德州市高标准农田项
目突破“就田论田”的传统思路，创新“一
企一会一管家”建管用一体化模式，100%
落实建后管护经费和责任。2023 年，在
宁津县、乐陵市、齐河县试点运行。其中，
宁津县已初步建立起1个县级国企、11个
管家协会、73 个分会、799 名“田管家”的
管护体系，形成“管家吹哨、协会协调、企
业报到、部门督导”的联动管护机制，并逐
步在全市推广。

统筹资源 提高综合效益

“这套喷灌系统，不仅能浇地，还能给
作物追肥，种 500 亩地，基本上一家一户
就能完成。”梁勇介绍，2018 年开始他就
陆续争取到多个农田改造项目的支持，达
到现在高于平均水平的标准，实际是水肥
项目、耕地地力提升项目等多个项目叠加
的效果。

庆云县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将高标
准农田建设与农机农艺提升、耕地质量提
升等多个项目相叠加，夯实田、土、水、路、
林、电、技、管等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合
理规划沟、渠、路、管等工程布局，实施田
块整治工程，将耕地“化零为整”，提高农
田综合效益。

庆云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西廷业表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
除中央、省级资金之外，庆云县累计发行
专项债券2.3亿元，强化资金保障，项目资
金以建定拨、以拨促建，2023年度项目足
额完成合同约定付款，实现资金拨付与建
设进度、工程质量有机统一。

张宝东介绍，德州市在整地市级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统筹整合力量，发挥
综合效益。将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试点与“吨半粮”创建有机结合、一体推
进，先行把“吨半粮”核心区打造成全市标
杆。同时，做好“高标准农田+”的文章，
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吨半粮”产能建设、
数字农业建设、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建
设、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生产项目等有机
结合，统筹推进，推动基础设施配套、耕地
质量提升、土壤墒情监测等资源要素向项
目区内聚焦，提升高标准农田综合效益，
拓展农田多重功能。

2023 年，德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投
资平均达到每亩 2780 元，其中示范区达
到 3228 元。与新增耕地指标相衔接，保
障农田设施建设占用耕地需求。

记者了解到，德州全市 2023 年粮食
播种面积超过 1600 万亩，其中“吨半粮”
核心区地块平均产量 1589.8 公斤/亩，全
程机械化作业率 100%，高标准农田每亩
节本增效 500 元，为提升粮食产能、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山东德州市整地市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一企一会一管家 建管用一体化

□□ 胡明贵 文/图

走进位于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保和
镇的马蹄湾粮经复合现代农业园高标准
农田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声响彻田野，施
工人员正在进行土地整理、沟渠建设、田
埂修整等工作。为确保今年 4月底前完
成建设，实现大春播种，他们正抢抓晴好
天气加班加点推进项目。

近年来，雁江区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全面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了一
批集中连片、设施完善、水利配套的
基本农田，改善了农田灌溉及耕作条
件，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2023
年，雁江区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5.5 万
亩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161.6 万 亩 、产 量
52.1 万吨。

图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

四川资阳市雁江区
建好良田备春耕

3月 4日，甘肃省兰州市第三次土壤
普查工作推进会暨内业质控与成果汇总
技术培训班举办。会议对兰州市土壤三
普外业阶段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外业调
查采样取得的阶段成果，对当前工作进
度进行了通报，通过分析研判内业制备
与检测、成果汇总工作现状，提出2024年
全年工作计划、任务目标和措施要求。

兰州市土壤普查办主任、兰州市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刘颖表示，各级土壤普
查办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
土壤三普的重要意义，清晰认识整市州
推进试点任务紧迫性，对全市工作进行
调度和工作部署。在普查工作中要将

质量贯穿于全流程，做好外业工作复
核、内业质控和成果汇总准备工作。同
时，各县区要按照整市州推进试点要
求，倒推进度，挂图作战，确保工作质量
和时效。

推进会后，兰州市土壤普查办邀请
甘肃省土壤普查办技术指导组组长张玉
霞、甘肃省质控实验室高级工程师罗继
峰、甘肃省土壤普查办数据分析与成果
汇总组组长俄盛哲、兰州大学生态学院
教授李小刚等专家，就第三次全国土壤
普查内业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数据分
析与成果汇总技术规范及实操进行专题
授课。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甘肃兰州市
以技术培训动员推进第三次土壤普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实习生 周端平

“以前，我们夫妻俩都常年在外面打工，
家里的田都荒废了。现在赶上了好时候，这
头是 130亩地专门种植‘红美人’，那边还有
60亩水稻田。你肯定会问，咋管得过来。这
不，有‘好乐耕’的社会化服务，花的精力少
多了，一季油菜一季稻。”站在地头，浙江省
金华市婺城区蒋堂镇许里村种植户夏红勇
与记者聊起了家常，“田里干活的那几位老
伙计，原先都闲在村里没事干，现在家门口
就能赚钱。”

春耕备耕时的许里村，田间地头涌动着
勃勃生机。很难想象，几年前，该村还是全
镇榜上有名的经济薄弱村。据介绍，许里村
由两村合并而成，自然禀赋本就不算富足，
空间布局又十分散乱，土地东一块、西一块，

尽是“插花地”，再加上疏于打理，土地利用
效率越来越低，发展每况愈下。

“别看眼下大伙都住进了新房，前些年，
咱们村与大部分传统农村一样，农房规划无
序，低丘缓坡与农田园地高低错落，大小不
一、灌溉不便。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
工去了，只剩下老人留守在村里。”许里村党
支部书记夏利军说。怎么办？在镇党委政
府的指导下，村两委班子决定，得从土地入
手，优化空间布局。

2020 年，蒋堂镇启动了许里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项目。据了解，该项目区域总面
积 2279 亩，其中，垦造耕地 71 亩，“旱改水”
102 亩，建设用地复垦 130 亩，耕地质量提
升 1081亩。“起初，我也有些不理解，以为是
就土地整治而整治，后来反应过来，这是一
场‘乾坤大挪移’，实在是妙！”夏利军有些
兴奋。

夏利军说，原先村里有113幢老房子，有
些年久失修，有些闲置“睡大觉”，还有些老
百姓希望拆旧建新，可苦于没空间。启动全
域土地整治后，变成了一盘棋考量，老房该
拆的拆，空间该挪的挪，原先不连片的土地

“打补丁”，如此一来就能有效平整土地，路
网沟渠等基础配套设施也能跟上。很快，村
庄东头的一大批新房拔地而起，1500亩高标
准农田应运而生，脏乱差的村庄环境一去不
复返。

巢筑好了，如何引来“金凤凰”？在相关
部门牵头下，镇、村两级党组织齐心协力，优
化营商环境，成功引进了夏红勇口中的“好
乐耕”农事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省级农业

“双强”项目，集成了包括“农机+农技+农
资”“科技+品牌+数字”在内的一体化综合
服务，可带动周边 6万亩水稻实现全程机械
化种植。

如今在许里村，打完“补丁”后的土地，
田成方，地成块，路相通，渠相连，既是“丰
收田”，也是“风景田”。端稳“饭碗”、鼓起

“米袋子”的同时，村里还引导广大党员和
村民种植时下柑橘新宠“红美人”，通过“党
建联建引领+高校技术支撑+农村广泛合
作”的运营模式，以一村带动全镇，种植面
积超过 500 亩，效益十分可观，亩均收益超
过 3.5万元。

数据显示，3年时间里，许里村的集体经
济经营性收入从 15 万元一下增加至 105 万
元。油菜花即将盛开，村里正忙着接待一拨
踏青游客。蒋堂镇党委书记杨颖慧表示，接
下来，将继续探索“村企共建”“校地联建”党
建共同体的路径，推动许里村与周边村庄组
团化发展，变生态优势为发展胜势，变美丽
乡村为美丽经济，续写践行“千万工程”、实
现共同富裕的生动篇章。

“补丁地”结出“共富果”
□□ 蔡东海

河南省兰考县葡萄架乡始终抓牢
“高产高效、集体增收”的目标，积极
作为，靠前谋划，扎实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

选好经营主体种好地。2023 年建
设高标准农田 1360 亩（何庄 1300 亩、平
房村 60 亩），已建好农田输配电工程、
农田防护与生态保持工程以及平移
式、卷盘式灌溉设施。目前，按照“800
元流转费+150 元分红”模式经营，本乡
种植大户流转土地 1000 亩，县供销社
利用“五统一”模式订单式管理 2000 亩
耕地。

建好配套设施保增产。2024年全域
谋划高标准农田，依托中羊牧业、禾丰牧
业、萧美人食品、裕祥食品等养殖、加工
产业，规划“核心区+种植养殖融合区+

种植加工融合区+高效农业区”四大片
区，根据地块特点以及村集体、经营户意
见进行项目谋划，探索河水、井水、肥水
一体化灌溉体系，大地块规划大型设备，
小地块建设微喷灌设施。

用好多种模式抓推进。党支部书记
带头讲政策，算一算集体增收账，画一画乡
村建设图，激发村两委干事创业的激情，科
学合理用好流转、“五统一”等多种模式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力争高标准、高质量完
成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抓好宣传动员添动力。把常识传到
耳朵里，实现宣传动员全覆盖，充分引导
群众了解、认同、加入高标准农田建设，
并通过召开村两委会议、项目推进会等
方式，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政策、项目
建设方案及措施广泛宣传，提高群众知
晓率，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为项目顺利
推进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河南兰考县葡萄架乡
分片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资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邵武市是福建粮食生产大县，素有
闽北“林海粮仓”之称。近年来，邵武市
坚持高位推动、高质建设、高效利用，高
质量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自 2011 年以
来建成高标准农田32.02万亩，为提高粮
食产能夯实了基础。

为做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项目保
障，邵武市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的同时，
多 渠 道 引 入 社 会 资 金 参 与 建 设 。
2019-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撬动
社会资本投资 526 万元，亩均投资达到
2076 元，高出全省亩均标准 476 元。坚
持科学布局，分年度实施，每年打造 1-2
个高标准农田建设新样板，计划到 2027
年将 32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
标准农田。

为确保项目质量，市里建立“主管
部门、乡镇业主、项目村、监理”四方监

管机制，施工前，列出责任清单；施工
中，派出专人现场监管，防微杜渐；后
期 验 收 ，委 托 有 资 质 的 机 构 开 展 验
收。同时，出台高标准农田施工评比
办法，对优质工程予以奖励，对确定为
示范项目的下沙镇 2021 年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给予财政奖补 100 万元，亩均
投资达到 5818 元。

为促进融合发展，探索“高标准农
田+新增耕地”模式，将高标准农田 658
亩补充耕地报备入库，产生收益达 3 亿
元以上，实现新增耕地和财政收入双丰
收。探索“高标准农田+规模经营”模
式，2019 年以来，已有 76 个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投入 374 万元参与项目建设，形
成“烟叶+水稻”“双季稻+油菜”等生产
模式，促进农业增效。探索“高标准农
田+美丽乡村”模式，将建成的高标准农
田打造成为乡村旅游网红打卡点，促进
了农民增收。

福建邵武市
高标准农田建设追求高质量

德州市庆云县尚堂镇高标准农田。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