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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中

一年农忙人勤早，天山南北共春
耕。开春以来，一幅幅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春耕图景正在天山南北的广袤土地
上徐徐展开。中国农业银行新疆分行
聚焦区域内春耕资金需求，把支持春耕
备耕作为当前服务三农工作的重中之
重，发挥线上线下产品优势，强化“粮棉
果畜旅”五类客群融资服务，强宣传、推
新品、亮实招，建好党员先锋队、青年突
击队、驻村工作队和三农客户经理四支
队伍，全力助推自治区各地抢抓农时、
不误春耕。截至 3 月末，农行新疆分行
涉农贷款余额 1177 亿元，较年初增加
152 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51 亿元。其
中投放春耕备耕贷款 96.25 亿元，服务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22 万户，农户
贷款余额达 157.93 亿元，总量创历史
新高。

粮食生产，农田要稳。为解决农田
建设中出现的长期依靠自然雨水开展
农业生产生活、土地退化、生态环境脆
弱等问题，农行新疆分行为当地提供高
标准农田建设贷款，以满足区域农业灌
溉需求。

察布查尔县作为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的产粮大县，在现有的种植规模和水
利条件下，着力推进区域高标准农田及
土地整治协同发展，虽然察布查尔县地
势广阔，水源充足，但水资源分布不均，
导致大量土地利用不充分，全县现有灌
溉面积仅 138.83 万亩，农业经济发展严
重受阻。近年来，察布查尔县着重对水
资源管理与开发，其中察布查尔县引调
水项目作为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
地整治的配套设施，纳入该县“十四五”
重点水利项目，成为同业相续竞争的优
质目标。

引调水项目涉及当地部分高标准
农田灌溉问题，因此本项目的建设与当
地高标准农田及土地整治工作进度密
不可分。为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当地政府急需实施本项目。农行
察布查尔县支行在了解到项目基本情
况并有融资需求后，立即联动三级行前
后部门，抽调业务骨干，成立专班，实现
项目融资业务快速落地。

春耕当前，农资先行。该行为购买
农机、农资的农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
主体提供购置贷款，解决了他们物资保
障的需求。

霍城经济开发区（清水河镇）城西
一村村民胡惜状经营着一家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春耕在即，合作社想更新
一批农机具。中国农业银行霍城县支
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详细了解他
的资金需求和信用情况后现场放贷。
胡惜状高兴地说：“今年我贷了 50 万元，
一个星期手续就全部办完了，款项已经
打到合作社账户。”

“今年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在巩
留县农机销售市场，农机大户许光明
说：“农行今年给我贷了 20 万的贷款，款
项刚刚打到卡里，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市
场来购买新的玉米翻耕机。”对许光明
来说，一年忙两头，春耕和秋收，农机更
新换代需要大量资金就成为了他的心
事。许光明高兴地说：“农行真是太方
便了，不用去网点，一个手机就可以申
请发放贷款，我家里还有 2 台拖拉机和
1 台收割机，今年再配 1 个翻耕机，别提
有多开心了。”

在农行库尔勒市支行业务大厅，前
来办理春耕农业贷款的农户络绎不绝。
库尔勒市阿瓦提乡喀拉亚尕其村农户王
建伟今年计划种植 500亩棉花地，因为已
经有 4 年贷款合作的基础，很快便成功
在农行办理了农户贷款。“今年我在农行
库尔勒市支行贷款 80 万元，用于购买农
用物资，很快就放款了，效率特别高，我
要用这笔钱管理好我的香梨园，希望今
年有个好收成。”王建伟说。

产业兴农，金融灌溉。农行新疆分
行围绕八大产业集群中的涉农产业，聚
焦种粮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涉农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
农业生产和服务主体，优化银担合作，
大力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
车“乡村行”活动，深化“立足县、拓展
镇、延伸村”工作机制，送政策、送产品、
送服务，全力支持涉农产业集群发展
壮大。

抵质押物不足，是造成农户贷款难
的关键因素之一。“棉农 e 贷”正是农行
新疆分行为破解这一难题，近年来创新
推出的农户贷款线上产品。该产品依
托棉农综合服务平台大数据，不但实现
了免抵押、免担保、低利率、随借随还，
还实现了贷款申请、授信审批、合同签
订、用款还款全流程线上化，有效满足
棉农的资金需求，全力以赴保障全县春

耕备耕信贷资金及时到位。
“农行的效率太高了，今天我是抱

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咨询一下农行的‘棉
农 e 贷’，没想到不到 10 分钟 50 万贷款
就入账了。而且这个贷款使用方便，用
多少放多少，随用随贷，不用就还进去，
对我们种棉花的农户来说真是太方便
了 。”阿 瓦 提 县 阿 依 巴 格 镇 村 民 黄 生
年说。

温泉县种植大户李冒君就是农行
资金的受益者。2 月 28 日，农行温泉县
支行 500 万元农户贷款解决了他春耕备
耕的燃眉之急。李冒君说：“我今年计
划种植玉米 4500 亩，今年我申请贷款
500 万，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不到 3
天，贷款就审批下来，贷款利率还特别
优惠，带来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高效服务，政策保障。为全面助力
春季农业生产，农行新疆分行出台服务
春耕备耕专项工作方案，优先配置三农
信贷资源，开辟春耕生产经营贷款审查
审批“绿色通道”，做到需求早调查、授
信 早 核 定 、贷 款 早 投 放 ，让 金 融 资 源

“赶”在春耕之前。该行辖内各级机构
按照当地农时，及时组建春耕服务团
队，积极走入田间地头，对相关企业和
农户资金需求进行“精准”对接，优先保
障春耕信贷规模，确保贷款及时足额
到位。

周兴文是哈密市伊州区大泉湾乡
黄芦岗村的种植大户，近三十年来，他
从承包土地 100 多亩发展到目前近 3000
亩，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种植大户。今
年他从农业银行哈密伊州支行贷款 300
万元，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周兴文说：

“我们在农行贷款已有 10 年，从最开始
的贷款几十万元，到现在贷款 300 万元，
从种植 200 多亩地，到现在近 3000 亩
地，农行贷款服务很好，直接上门来给
我们办手续。”

在春耕备耕期间，面对贷款申请量
的激增，农行新疆分行信贷支持“早”

“快”兼顾，优先保障春耕备耕信贷计
划，建立信贷服务“绿色通道”，实现业
务受理、审批、放款“三优先”。开通绿
色通道，专柜专人办理，简化审批流程，
延长信贷服务时间，全面满足春耕备耕
资金“短、频、急”的需求。图为农行莎车县支行工作人员实地摸排农户需求。

图为农行尼勒克县支行农贷客户经理上门调查农户情况图为农行尼勒克县支行农贷客户经理上门调查农户情况。。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晋斌

清明刚过，正是山西晋南粮仓冬小麦
春浇好时节。这些天，运城市河津市僧楼
镇张家堡村的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建刚，一
直在地头关注着小麦的生产情况，随时准
备让自家500亩地喝好春天“第一口水”。

近日，张建刚家庭农场所在的山西省
禹门口灌区春浇工作启动，山西省禹门口
引黄水务集团的 190 余人，昼夜巡查守护
奋战在灌溉一线，挑起了水务人的粮食安
全担当。

2011年，山西省禹门口引黄干渠张家
堡段开始稳定过水之后，张家堡村的能人
张建刚看到了新的商机。辞别了以前从
事的运输行业之后，2012 年，张建刚在禹
门口引黄干渠的渠道两侧陆续流转当地
村民承包地200余亩，从事起了冬小麦、夏
玉米的一年两茬粮食种植事宜。

此后，在黄河水的滋养之下，张建刚的
粮食种植营生一路向好，逐渐扩大了500亩
的规模化种植。2017年，张建刚注册成立
了家庭农场，成为河津市规模最大的家庭
农场，2022 年，该家庭农场被山西省政府
授予山西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称号。

“我的今天离不开禹门口灌区的大力
支持和贴心服务。”据张建刚介绍，2018
年，禹门口灌区对渠道两侧的临提泵建立

“一泵一牌一户一票”制度，对用水户主动
上门注册登记、核定用量、测试流量，全力
满足农民灌溉需求，彻底打破了制约粮田
丰收的水瓶颈，筑牢了粮田实时用水的水
保障，每年5次灌溉，其中小麦3次，玉米2

次，实现了家庭农场粮田用水的应浇尽
浇。另据了解，禹门口灌区覆盖晋南 400
多个村庄，农业用水户11万个。

“张家堡村的耕地是吕梁山洪积扇坡
地，土壤保墒能力差，农田地埝高，亩均用
水量很大，大约需要100立方米，以前用井
水灌溉，成本高，一亩地浇一次平均下来
需要100元，成本高不说，还可能造成地下
水超采的政策风险，并且，每年只能种一
茬小麦，收成也只有500斤左右，完全是入
不敷出，我们种粮食就不划算。”张建刚
说，“引入黄河水后就不一样了，每年种两
茬，一季冬小麦、一季夏玉米。国家优惠
幅度大，每立方米水费只要 0.25 元，加上
发电机、雇佣人员等费用，一亩地的用水
成本只有 40元左右，比以前节约 60多元，
每年小麦亩产1000斤左右，复播玉米亩产
1600斤左右，每亩毛收入3000多元。”

据了解，张建刚现在以每亩 500 元左
右的价格对本村土地进行流转，加上每年
种粮的生产资料等投入，每年投入 100 万
元，种粮净收入可超过50万元。

“有了水保障，咱种粮食的底气就硬，
咱家庭农场的示范性就强，越来越多的农
民对种植粮食的信心足起来。”张建刚说。

“坚持人民至上理念，为张建刚这样
的粮农提供水保障，让种粮也能致富，从
而吸引更多农户跻身规模化种植，就是把
粮食安全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的切实体现。今年晋南粮仓的春浇工作
开展以来，我们为种粮农户提供灌溉服务
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升。”山西禹门口引
黄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效敏介绍。

引来黄河水 丰饶晋粮仓

□□ 曹芹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这个春天，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三十岗乡汪堰村的西瓜大棚种植基地
里，工作人员正在娴熟地平整土地、覆盖
地膜、移植西瓜苗，干得有条不紊，呈现
出一派“人勤春来早，田间备耕忙”的热
闹场景。

这番热闹景象的背后，是一张张洋
溢着幸福的笑脸。这两年，汪堰村通过
整合优势资源，以水源保护地农产品为
主线，打造以大棚西瓜、露天西瓜、科技
水稻、有机盆菜等为主体的特色农产品，
走出了一条“科产融合、城乡联动”的乡
村振兴新路径，实现了两年间村集体收
入翻两番的巨大成绩。

争 项 目 、引 企 业 、明 产 业 、富 百
姓……近年来，在庐阳区三十岗乡，各村
结合自身实际，争相发展集体经济，村民
腰包鼓了，对未来生活也更有底气。

产业兴村，激活集体经济
“新动能”

合肥西北望，有乡三十岗，春花夏草
盛，秋云冬雪茫；阡陌纵横野，四季好风
光。在庐阳区三十岗乡境内，坐拥合肥
市董铺水库、大房郢水库两个“大水缸”，
同时北依滁河干渠，有着“天然氧吧”的
美誉，以其独特自然风光，成为合肥市庐
阳区的一片“风水宝地”。

庐阳区牢牢把握了这一先天优势，

不断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绿文
章”，打好生态牌。近年来，三十岗乡境
内森林覆盖率达 44%，林木绿化率达
80%，“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
这里落地生根发芽。

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中，该乡汪
堰村探索出了“党组织+集体经济+企业”
发展模式，争取到市财政衔接资金500万
元，兴建了200亩的钢架大棚西瓜种植基
地，带领村民利用大、小田埠等闲置田地
种植露天西瓜，并促成辖区农业种植企
业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联姻”合作，加
大技术研发，加强品牌宣传。2023年，全
村合作种植西瓜面积达330余亩，销量突
破 100 万斤，为擦亮“三十岗西瓜”的“金
字招牌”添光彩。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村级产业结
构，汪堰村还多方争取“引”来社会企业
帮扶资金 30 余万元，对桃蹊田园综合体
东侧的 120 余亩闲置土地进行高标准改
造，由合作社主导，种植经营高品质水
稻 ，增 加 了 村 集 体 经 济 的 自 主 创 收
能力。

该村还通过与庐阳区乡村振兴公司
协商，将森林质量提升工程项目林木资
产权纳入汪堰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壮大
村集体经济组织固定资产，发展林下经
济，套种其他农作物，拓宽致富渠道。经
过不懈努力，汪堰村在全乡率先实现了
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和蝶变，“创
富路”越走越宽。2021 年村集体收入达
到51万元，2022年实现119万元，2023年

更是突破200万元。

科产融合，探索成果转化
“新模式”

多年来对绿水青山的坚守，也为三
十岗乡换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引来了
合肥未来大科学城这只“金凤凰”。如
今，随着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设的不断
推进，各科研单位接踵而至，科研人员济
济一堂，汪堰村党总支书记刘磊敏锐地
捕捉到了农业产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机
遇，开始布局谋划带领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走上“科技+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该村积极对接中国科学院，引进“科
辐粳9号”精品水稻品种，并配套打造120
亩高标准农田用于种植。在此期间，刘
磊多次赴中国科学院和农业公司对接和
学习种植技术，邀请中国科学院的专家
对土地进行改良和提质，并对水稻播种
全程给予指导。同时，为了提前预防干
旱，村“两委”积极与滁河干渠主管单位
对接灌溉系统，清淤、加宽水渠，保证灌
溉水源供给。在不懈努力下，“科辐粳 9
号”水稻喜获丰收，水源保护地绿色农产
品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最终总计销售
香米 3 万多斤，实现村集体经济增收 34
万元。

发展惠民，书写共同富裕
“新答卷”

产业的发展，也让村民过上了更好
的生活！

在集体经济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
汪堰村“两委”商议利用合作社盈余资金
为村里 257名 60岁以上老人购买医疗保
险、为 145 名 70 岁以上老人购买意外保
险，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村
民从村合作社的发展壮大中吃到了红
利，看到了前景，更有动力和意愿跟着村
里干。

事实上，汪堰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案
例，只是庐阳区乡村振兴众多案例中的
生动实践之一。2023 年 1 月 17 日，三十
岗乡崔岗村当代艺术馆里，该村迎来了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有史以来的首次分
红，村民第一次以“股东”的身份领到了
村集体经济的分红资金。2023 年，庐阳
区三十岗乡三十岗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过200万元。2024年2月2日，春节前夕，
三十岗乡三十岗村进行了股份经济合作
社第一次分红大会，1907 位村民提“钱”
过年。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合作社，让村
民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经过多年的努力，三十岗乡也先后获
得了“国家生态乡镇”“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点”“安徽省森林城镇”“安
徽省文明乡镇”等一系列“绿色”荣誉。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构建特色产
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三十
岗乡相关负责人说，地处水源保护区，生
态区位优势明显，只有做大集体经济、做
强特色产业、做好农民增收，才能把“含
绿量”转化为发展的“含金量”，真正把乡
村建设成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阡陌纵横三十岗“含绿量”变“含金量”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夏粮丰收，要做好春耕春管。在去年
遭遇水灾的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镇，日前，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举办了一场涉及栽
培技术、农机使用等关键环节的小麦春季
田管现场会。

现场会落实了天津市委农村工作会议

实施“奋战120天夺取夏粮丰收行动”，确保
天津市夏粮丰产丰收，推动民心工程加速
实施。现场演示了小麦春季镇压、节水灌
溉、机械施肥、无人机植保等作业，天津市
气候中心和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专家
分别就春季气候趋势、田间管理、病虫草害
防治和农用机械使用等技术进行了详细的
讲解。天津市农业农村系统种植、植保、农

机等部门农技人员，粮食种植大户等120余
人参加了培训会。

会议提出，天津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进一步压实粮食生产责任，通过推进品
种培优、技术集成、典型示范、绿色高效等
措施，切实将单产提升行动落到实处，力夺
夏粮丰产丰收，确保全年粮食总产稳定增
长。其中，切实抓紧抓好小麦单产提升行

动。及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包联包
片，落实好田间管理各项技术措施，突出抓
好高产示范带动和整建制推进，同时提升
社会化服务能力，确保小麦单产提升逐年
取得成效。在春耕春管中，天津农业农村
系统各单位突出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
紧盯气象灾害，持续关注重大天气变化，及
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好防灾减灾的各项准
备工作；根据病虫发生趋势，加强监测预
警，及早准备药械，大力开展统防统治，重
点抓好小麦“一喷三防”，力争统防统治实
现全覆盖，确保病虫害不暴发成灾。

图为农行巩留县支行农贷客户经理陪同农户购买农机图为农行巩留县支行农贷客户经理陪同农户购买农机。。

图为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高标准农田图为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高标准农田。。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近日，2024年甘肃省农资打假“护春
耕促增收”专项行动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
传周活动在兰州市榆中县甘草店镇启动。

当前，甘肃各地已进入春耕备耕的关
键时期，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购买、销
售和使用进入高峰期，甘肃将扎实开展农
资打假“护春耕促增收”专项行动，着力维
护农资市场秩序，确保农民群众及时播下
放心种、施上放心肥、用上放心药，坚决防
止坑农害农事件发生。甘肃将组织农业
技术人员和执法人员深入乡村农户、走进
田间地头，把识假辨假和科学使用农资知

识传授给农民，把有关法律法规宣传到
户，把优质放心农资送到乡村，引导农民
群众合理购买、科学使用，不断提高农民
群众识假辨假的能力；教育引导各类农资
生产经营主体依法经营、诚信守信。甘肃
将积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主动学习掌握
识假辨假知识，对发现的制假售假等违法
犯罪行为，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在活动现场，相关部门面向群众开展
了农业政策法规、生产技术、农资识别使用
等方面的咨询讲解，开展了农资识别演示、
技术培训和让利销售。当地农业综合执法
部门还设立了投诉举报点，接受社会监督。

甘肃启动农资打假专项行动

图片由农行新疆分行提供

农行新疆分行：以金融之力浇灌春耕沃土

天津召开小麦春季田管现场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