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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湖南省永
州市道县农民抢抓农时
育秧翻耕，为早稻插秧做
准备，田间地头一派忙碌
景象。图为在清塘镇原
地正禾农场，农机手驾驶
拖拉机翻耕水田。

何红福 农民日报·中
国农网记者 梁嘉伟 摄

□□ 邵若龙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春来万物生，灌溉正当时。连日
来，新疆阿克苏地区各县市抢抓农时全
力打好春季灌溉“主动仗”，确保春耕适
时播种，为全年农业稳产丰产打下坚实
基础。

近日，在新和县依其艾日克镇帕依斯
村，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正在干渠边忙着为
农田灌水。“我今年准备种70多亩棉花，春
灌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棉花的出苗率，有了
及时的春水，心里踏实了许多。”村民张海
清说。

为确保春灌顺利进行，帕依斯村及
早进行灌前准备，组织相关机械、人力进
行设施保障，加大对灌水进度和灌水情
况的跟进。同时，早谋划、早发动、早安
排，提前组织有关人员对所有闸门进行
普查，投入资金对控制性闸门进行及时
修理，对重要险工险段进行紧急临时加
固处理，确保春灌工作“有水放得出，处
处灌得到”。

在温宿县柯柯牙镇戈壁新村村民马

英祥的果园地头，渠水流入连片的果园，
核桃、红枣等果树“痛快”地喝着春灌水。
马英祥说：“昨天夜晚 4点多钟接的水，今
天放了一晚上，还有 1 小时就放完了。春
水是非常重要的，对果树的开花、消灭病
虫害都是比较好的。”

戈壁新村是柯柯牙工程的延伸，从建
村到现在只有9年，昔日一片戈壁，这些年
走“以林养林”之路，人进沙退，林果业大
面积达 7.1 万亩，是温宿有名的富裕村。
为保证2024年林业生产获得好收成，坚持
早行动、早部署、早安排，制定了全村引水
春灌工作方案，错峰引水，用好、用足供水

“时间差”，多引多蓄，全力保障春季农林
业生产工作。

据了解，今年阿克苏地区计划春灌面
积 839.65万亩。开春以来，阿克苏地区各
地加强对水源管理，统一调配，科学用水，
制定春灌用水方案，提前组织技术力量对
全县水利基础设施、水闸、启闭机检查维
修，并开展大规模的支、斗、毛渠疏通和清
淤，确保正常水量调度和输水畅通。目
前，阿克苏地区春灌工作正有序开展，预
计4月底全面完成灌溉任务。

新疆阿克苏地区计划春灌面积839万亩

□□ 李月英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多功能播种机往返穿梭作业，一边将
马铃薯种块连同药肥一起种下，一边铺设
地膜。日前，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瀑河
水库周边的苒茂农业生产基地，农耕场景
犹如画卷在田间徐徐铺展。

“三月的天气乍暖还寒，铺地膜是为
增温保墒。”基地负责人刘晓静介绍，春节
过后，区政府请来农业专家对土壤进行采
样调查分析，帮助基地引进几种高产马铃
薯新品种。“专家说只要水肥跟上，新品种
马铃薯亩产能达到 4000 多斤。今年先拿
出十几亩地试种，效益好了明年再进行大
面积种植，并向周边农户推广。”

瀑河乡是徐水区西部的山区乡镇，因
地块零散不平，不便耕种，早年大面积土
地经常撂荒。近年来，徐水区政府主导充
分利用零散耕地，结合环瀑河水库生态治

理和瀑河休闲度假区建设，引进农业公
司，流转水库周边的贾庄、屯里、向阳村、
新乡村、新农村、太和庄 6 个村的 4000 余
亩坡堑地，科学规划后整地开荒，铺设喷
灌设施，因地制宜种植小麦、玉米、高粱、
葵花及中药材，以“区政府+村党支部+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 6 个村年
集体增收共计40万元，并带动当地农民就
业增收。

“将土地流转给农业公司，盘活闲散
撂荒土地，见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促进
了瀑河水库周边生态环境逐年好转，种
植的农作物尤其是高粱、葵花及药花，成
了装点瀑河水库的亮色，为生态旅游和
乡村游奠定了发展基础，成为当地农旅
融合发展的新样板。”瀑河乡党委书记田
一鸣说。

说话间，顺着隆响的马达声望去，一
条条银灰色的地膜笔直铺开，早春的田野
里瞬间增添了道道“农耕五线谱”。

河北保定徐水区：

早春机播马铃薯 田间铺膜保丰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

想扩大砂田西瓜的种植规模，但是被
拉砂的资金难倒了，就在冯正彪最苦恼的
时候，邮储银行甘肃省会宁县支行全力推
进的信用村“星火燎原工程”，让他顿时看
到了希望。

冯正彪的家乡甘肃省会宁县土高山
乡程塬村，雨水稀少，海拔高且光照充足，
非常适合砂田西瓜的生长和种植。2020
年，一直在山东从事快递行业的他，决心
返乡创业，从事砂田西瓜种植。回到家乡
后，冯正彪积极发展线上销售，带动村里
的砂田西瓜走出了大山，形成了一定的规
模，每到收获季，客商都络绎不绝，上门采
购。冯正彪说，在村“两委”的推荐下，邮
储银行的客户经理现场详细了解他的生
产经营情况及资金需求，为他推荐了“线
上信用户贷款”，短短半小时，7 万元贷款
资金就顺利发放到位。

今年以来，邮储银行白银市分行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深入开展“6+1+N”特色
优势产业开发，明确建设重点乡镇和行政
村，通过整村推进、普遍授信的“星火燎原
工程”，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全面开展
信用户、信用村信息采集和主动评级授

信，向信用户提供线上信用户贷款、E 捷
贷、产业贷、极速贷等信贷服务。

近年来，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坚持聚
焦人民所思所想，大力推动“星火燎原工
程”，布局农村信用体系，有力助推了地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越来越多的人跟冯
正彪一样，受惠于“星火燎原工程”，走上
了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的路子。

据介绍，为助力甘肃加快建设农业
强省，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围绕助推甘
肃“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业和地方
优势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聚焦服务
地方现代农业、支撑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服务
高附加值特色农业等方面开展工作，全
面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该行坚持因
地制宜、因行施策的原则，依托区域经济
发展，把握资源禀赋，明确战略定位和发
展方向，设置差异化目标。对农业比较
发达的县域，依托特色产业，开展“星火
燎原”工程，加快信用村建设，持续做大
农村市场份额；对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县
域，立足当地实际，持续加大对专业市场
和特色商圈的对接走访，开展差异化服
务，结合县域优势，做出特色，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

“星火燎原工程”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近年来，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立足区域农业特色，瞄准“菜篮子”经济，大力推广蔬菜
育苗的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促进当地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去年，该区蔬菜种植面
积达10万多亩，年产各类蔬菜26万吨，总产值达6.8亿元。图为在插花镇瓦大公司育苗
基地，工人在温室大棚内给番茄秧苗浇水施肥。 宿飞 摄（来源：大国三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农业强县是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基
础，必须完成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
迈进。什么是现代农业？怎样才算农业
现代化了？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有不同的
表达。四川省蓬安县的诠释是全程机械
化、全面社会化、全域智能化、全链产
业化。

这“四化”中，前“两化”尤其重要。
蓬安县目前正在全力加强这方面的工
作。为实现全程机械化，该县正在加紧
构建全面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也正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3.2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力争 4 月底全面完成，并保证能赶
上大春生产。

河滩地成“淘金地”的秘诀

锦屏镇中坝社区，位于嘉陵江冲积
河滩上，5000余亩地一马平川，但因隔两
年就要被洪水淹没一次，多年来人们对
其望而生畏。尽管大家都知道水淹过的
土地十分肥沃，但也仅仅有一些大胆的
人去零星种一点玉米，秋冬季因缺乏劳
力，基本上大片地荒芜着。

后来，有人发现在上面种萝卜，不仅
品质好，而且产量高，可种萝卜对人工需
求量大，收获季节一旦找不到人，就只能
眼巴巴地看着萝卜烂在地里。再后来，
返乡创业者黄冬春大胆流转了 1200 亩
地，并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逐渐使这
片河滩地变成了“淘金地”。

秋冬季种萝卜，春夏季种玉米，粮经
复合，亩均纯利润达上万元。“我目前有
16台拖拉机，10余台旋耕机，其他各类农
机 20 余台，常年固定机手 15 名，坝子上
4000 余亩地全由我服务，还能对外承揽

1000 余亩的种植面积。”黄冬春说，农机
可以使耕地充分发挥效力。

黄冬春的成功探索，使得坝子上涌
现出两个合作社、六七家家庭农场跟着
效仿，每年 9 月汛期一过，拖拉机便驰骋
在土地上。一直到次年3月，陆续分批次
种下萝卜，每个地块均可种两茬，从11月
中旬到次年5月每天都有萝卜卖，平均亩
产3.2万斤以上。

目前，中坝的萝卜已闻名海内外。
“大多通过青岛一家外贸公司出口到韩
国和日本。”黄冬春说，平均每吨至少可
卖 1000 元，亩产值可达 1.6 万元以上，除
去各类成本3000余元，纯利润还可赚1.2
万多元，还不算一季玉米。

农机让中坝数千亩地实现了全程机
械化。如今，中坝已成为蓬安县农业广
播电视培训学校的培训基地，连续3年在
这里进行的农机操作手培训，累计培训
人员就达500余人。“因我这里机件多，地
势平，农机操作更便利，就算是新手操作
也比较安全。”黄冬春说。

大型农事服务中心成顶梁柱

进入睦坝镇武胜村、老君村、虹管
村，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如一片花海。
这里连片 5000 余亩高标准农田，是前
两年实施建设的，目前实行稻油两季
轮作。以此为核心的睦坝镇粮油现代
农业园区，共涵盖 10 个村、1 个社区，是
蓬安县打造的 10 个粮油现代农业园区
之一。

再延伸开来，以睦坝镇粮油现代农
业园区为核心，是涵盖睦坝、巨龙、正源3
个乡镇共 12.9 万亩的粮油安全产业带，
且在全县“两带三园N级”粮油产业总规
划之中。挑起这12.9万亩粮油安全产业

带农事服务重任的，则是蓬安本县国企
南充常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的农事服务中心，共建有
农机服务中心、育秧育苗中心、粮食烘干
中心、大米加工中心、粮食仓储中心等，
各类机械 130 余台（套）。”农事服务中心
生产科科长陈生说，他们服务范围，除覆
盖本园区，还可对外辐射10万亩左右，是
实打实的农事服务顶梁柱。

育秧育苗中心，水稻育秧的准备工
作已就绪。这里有6个机组，每个机组一
次可育秧 2000 盘，一次可育 1.2 万盘，可
满足 600 亩田机插秧需求。“去年我们育
了 12万盘，供给了 6000亩稻田机插秧需
求，今年的供给保守估计会到 8000 亩以
上。”陈生介绍。

目前，该中心建有粮食烘干设备三
组，每组设备日烘干能力达35吨，三组设
备日烘干能力105吨，大春一季运行时间
约两个月，总烘干能力达6000吨以上，可
满足 1 万亩种植面积的粮食烘干需求。
该公司除自己经营的200亩外，订单带动
面积约为1万亩。

蓬安县共有耕地面积 73.53万亩，全
县农机保有量 9.7 万余套，农机总动力
43.173万千瓦，农机专业合作社42家，专
业化社会服务组织232个，建有农业生产
全程机械化示范区6个，主要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71.2%。

高标准农田为全程机械化奠基

“春节一过，我们就开始复工了，4月
底田土调整必须完成，且必须赶上大春
插秧，6月份所有工作全面完成。”在河舒
镇小板桥村，蓬安县高标准农田指挥部
办公室项目组副组长吴非鸿说，该村项
目面积3254亩，占全村耕地面积88%，基

本上是整村全面推进。
蓬安县共有永久基本农田 64.48 万

亩，按县里规划，到2026年前必须全部完
成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正在实施的项
目总面积为 13.2 万亩，明年将实施 15.24
万亩，后年还将实施 15.38万亩。如此大
力地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无疑是为实
现全程机械化奠定基础。

小板桥村总耕地面积 3686 亩，大
小不规则的田块共五六千个，且该村
水源条件不好，劳动力缺失严重，常年
撂荒的田达 100 余亩，撂荒的地达 200
余亩，即使在耕种的田地，大多只种一
季，田里种水稻做口粮，地里种玉米做
饲 料 。 改 出 来 后 将 全 部 实 施 两 季
轮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几十台大型机械
在忙碌着，挖沟渠、划田块、填洼地、垒田
坎，四四方方的大田，纵横交错的沟渠和
道路已初步成型。“改造出来后，田块基
本上在 8 到 10 亩一个，总田块减少到三
四百个，每一块机械都能进去，每一块都
能得到灌溉。”吴非鸿说。

目前，省属国有企业四川乡村振兴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将小板桥村的耕地
全部流转，流转价格为每亩300元。预计
每年将产稻谷 320多万斤，产小麦 160多
万斤或油菜 100 万斤。粮食总产量将增
加 50%以上。村民不仅能稳定得到土地
流转费，还可以务工挣钱。

不仅如此，村集体经济也将得到发
展。“我们计划利用拨给村里的 100 万元
村集体经济扶持资金，购买一批农机，组
建农机专业合作社，整合业主的农机，开
展农机社会化服务，不仅保证了本村全
程机械化、全面社会化，更能增加村集体
收入。”吴非鸿说。

农业强县建设的“蓬安答卷”
——四川蓬安县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全面社会化见闻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地处闽北邵武市的和平古镇是福建省
历史最悠久的古镇之一，那里有全国罕见
的城堡式大村镇；有近200间气派非凡的明
清时代豪华民宅；有很具观赏价值被称为
民俗文化活化石的“傩舞”……

乡村振兴，向美而行。二十多年来，和
平镇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
干，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自 2023年 7月福建省建设美丽乡村现
场推进会在邵武市举行以来，和平镇抓住
机遇，加快推进旅游兴镇和产业兴村推进
力度，这一始建置于唐朝的千年古镇迎来
了全新发展局面。

古镇旅游持续升温

“8 天假期，和平古镇景区接待游客超
过 20 万人次。”谈起刚刚过去的龙年春节，
和平镇党委书记熊立颇为自豪。

“和平戏院、旧市义仓、和平书院等打
卡点，我们一个个去寻找盖章。集齐所有
章后，就能兑换一份当地的黄精长寿面。”
来自福州的游客陈健说。春节长假期间，
和平古镇景区推出文创产品《通关文牒》赢
得许多人的喜爱。

近 200 间气派非凡的明清豪华民宅、
数十条卵石铺砌的古巷道、长达半公里的
青石板土街……为让游客玩得尽兴，春节
期间通过人工降雪，别出心裁地在南门的
城门口开展了古镇飘雪、飞天仙女等活
动，新的玩法让和平古镇的节日旅游更加
火爆。

“文化是古镇的生命线，市场需求则是
发展方向。要赋予古镇新的生命力和成长
性。”熊立说。多年来，按照“留白、留绿、留
旧、留文、留魂”的要求，和平镇坚持在保护
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通过引进职业团队
开发旅游新产品等一系列措施，以“俗”的
形式将古镇的“雅”呈现出来，引来了大量
游客。

去年以来，和平镇细化编制和平、进
贤、坎下、危冲等4个传统村落发展规划，完
善“一村一档”，加快推进家风家训馆、村史
馆、和平书吧、书局等布展。“全域创建历史
文化名村”，如今的和平古镇不再是一条简
单的商业街，已成为内容丰富旅游栖息地。

撂荒地焕发新活力

阳春三月，又到了油菜花开的季节。
童家地共富田园综合体内几百亩油菜花竞
相吐艳，田园的不远处是翠绿的青山，一黄

一绿相映成趣，流淌着浓郁的春意。
几年前这里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现

在不仅是良田，也是网红打卡点。以高标
准农田建设为契机，通过实施田园综合体
项目，300亩撂荒地重新焕发了活力。

一手整治撂荒地，一手发展林下经
济。为让山林“活”起来，和平镇利用特有
的山林地资源优势，引进润身药业，采取

“公司＋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经营形
式，在和平国有林场种植黄精、厚朴、建泽
泻等 13 种道地中草药，实现林地种植 1857
亩，田地种植 230 亩，建设中药产业科技示
范园。

走进润身中药产业科技示范园，林木
耸入云霄，一条木栈道直抵深山，虫吟鸟
鸣、山风过耳，俨然一幅绿美生态画卷。

为让游客在观赏古镇古貌之余，还能
在林下赏药花、游药圃、学药理、品药膳，推
进“药旅融合”，和平镇探索生态银行实践
路径，带动当地 300 余农户实现家门口就
业，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一次旅游，多重
收获。”如今，林下种植中药材已成为和平
镇治“穷根”的新良方。

小庭院成增收“聚宝盆”

走进和平镇危冲村枫林自然村，村里

既有青砖黑瓦、修旧如旧的传统民居，也有
绘有青白瓷彩绘的现代建筑，弥漫着清新
的艺术气息。

在村民邱德庆的小院内，刚过古稀之
年的邱德庆忙着将自己制作的青白瓷泥坯
摆放整齐、晾晒。“这门手艺我做了50多年，
早些年一直在外地做，现在回到村里做。”
邱德庆说，“经常会有外地客人来购买，一
年有20万元左右的收入。”

以“小庭院”促乡村振兴，通过建设“五
小园”（小果园、小游园、小工园、小菜园、小
花园），推进庭院经济多路径、规模化发展，
目前已打造各种类型的庭院经济 100 多
个，各具特色的庭院经济成为农民增收的

“聚宝盆”。
枫林窑坐落在枫林自然村，至今已有

数百年历史，目前村里还保留着两个明代
的老窑遗址。坚持“原生态、高品质、低成
本、有特色”，近年来，枫林窑青白瓷产业得
到了快速发展，吸引了许多在外村民返乡
创业。

“村里已有 3家公司、4家合作社、33家
工作室。”危冲村党支部书记杨亚平说，“由
公司对外统一接单，并根据村民特长进行
派单，既有利于枫林窑品牌的打造，同时也
可实现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

福建邵武市和平镇：

千年古镇焕发新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