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眼下正是河套平原春耕关键期，位
于河套平原北端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
拉特后旗正全力推进全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不断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业
生产条件，推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现
代化发展，为河套地区发展现代高效节
水农业作出示范。

在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和丰村高标
准农田节水灌溉体系工程施工现场，大
型机械正在开沟挖渠，工人们正在安装
水肥一体滴灌输水管道，到处都是忙碌
的施工场景。今年，乌盖苏木全面摸排
辖区土壤、地势情况，计划建设1.66万亩
高效节水高标准农田。

“目前乌盖苏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期
9522亩已经基本完成，二期 7030亩改造
将于11月初完成。一期新改造的农田已
开始规模化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
为粮食增收打下坚实基础。”乌盖苏木党

委副书记、人大主席陈晓鹏告诉记者。
“小田变大田”“碎田变整田”“农田

变良田”。今年春季，乌拉特后旗开工建
设高标准农田 8.3 万亩，工程完工后，预
计当年将节约用水量315.4万立方米，新
增粮食产量 833.96 万公斤，新增粮食产
值1834.71万元。

河套地区条件得天独厚，虽然不缺
水，但也要节约水资源，大力发展现代高
效农业和节水产业。乌拉特后旗共有可
耕地21.37万亩，主要集中在河套平原北
端的阴山南麓，这里日照时间长、昼夜温
差大、蒸发量大，是河套红皮小麦、甜玉
米、辣椒等作物的优质产区。2023 年以
来，乌拉特后旗科学有序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逐步将旗境内所有耕地重新规
划田块、渠系建设、道路布局，配套电力
工程、林网、土壤改良等基础设施，建设
从水源到田间地头的完整灌排体系，并
积极推广移动水肥一体模式，大力发展
现代高效节水农业。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
建设全域高标准农田 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走进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
万亩高标准农田综合示范片区，春耕生产
繁忙有序，沅水大地正在开启新一年春天
的“约定”。

常德市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连续多
年稳居全省首位。2022年起，鼎城区加速
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建设，启
动对鼎城区8.7万亩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
建设。鼎城区现代农业农垦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陈总道，“我们还得到
了农行常德分行的鼎力相助，项目推进初
期，农行鼎城支行行长主动介绍了高标准
农田建设贷款产品。”高标准农田贷是落
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部署、保障粮食
安全、提升农田综合效益的专门产品。
1.3亿元资金从资料收集到审批放款，用
时不到两周，克服了当时疫情正值爆发高
峰期的重重困难。

如今，该项目已经建设完成。大型农
机规模化生产效益扩大，节水灌溉全方位
覆盖成本降低，双季稻种植每亩增产可达
100公斤，鼎城区农业基础设施实现了全
面提质升级。

如果说基建配置是高标准农田的重
要保障，科技创新便是“好米出好饭”的智
慧精髓。90后小伙陈帅宇作为新兴农业
经营主体代表，从刚刚大学毕业时毅然回
乡创办的农资店，到扎根当地发展成为集
水稻种植、加工、仓储、营销于一体的湖南
亿泽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青春奋斗之

路独特而又闪光。如今，亿泽农业已成为
拥有优质水稻生产基地3.6万亩，入社农
户609户，辐射带动3000多户的省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在陈帅宇的奋斗成长之路上，农行常
德分行一路相伴。从初创时期的 500万
元“银担 e贷”，到去年7月份经过深入了
解后，主动投放的500万元全国系统内首
笔“智慧粮仓贷”，有力支持了其创业发
展。创新产品“智慧粮仓贷”依托智慧平
台系统，能够实时监测粮食库存真实数
据，通过“粮食质押”，有力解决了粮企季
节性粮食收购需求以及粮食作为流动资
产无法抵押的难题。

“有了农行支持，我可以放心大胆地
开展新技术研发普及。现在，通过智能物
联网设备，我们能够实时监控到稻田的温
湿度数据，计算机一键操作便能精准施
药。”90后小伙陈帅宇作为新兴农业经营
主体代表欣喜地说。公司通过智慧化、溯
源化、标准化、绿色化种植，生产的“常德
香米”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道
的“常德饭”被端上越来越多的餐桌。

截至目前，农行常德分行已支持常德
市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达22.65亿元，
其中以纯信用方式支持的企业和农户达
700余户；深度参与常德市农村现代化建
设，2023年以来累计为武陵区城市更新、
沅水河道整治等25个重点项目净投放贷
款28.3亿元。 李隽箬 夏慧

湖南常德市
信贷助力高标准农田升级

6 农田建设 2024年5月16日 星期四

编辑：李浩 新闻热线：01084395119 E-mail：ntjs2024@126.com

神州良田行神州良田行土壤三普在行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清新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开展耕地质量监测，掌握耕地质量现状和存在问题，
是提升耕地质量、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和基础。

近日，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河北省2023年度耕地
质量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分析了河北省耕地质
量情况，指出了耕地质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强耕地质
量建设的对策建议。

据了解，河北省已建成1000个长期定位监测点，主要
依据优势农产品布局和土壤类型、耕作制度、地力水平、立
地环境、生产管理水平布局，重点设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2023年度监测数据表明，河北省
耕地质量总体属于黄淮海区中等偏上水平，监测的9项指
标中，土壤酸碱度、有效磷、速效钾、缓效钾等4项指标属于
黄淮海区2级（较高）水平，耕层厚度、土壤容重、有机质、全
氮等4项指标属于黄淮海区3级（中等）水平，碱解氮无黄
淮海区分级标准，属河北省3级（中等）水平。上述9项指
标近年来演变趋势良好，无恶化趋势，土壤有机质、全氮、
有效磷含量持续提升，耕层厚度、土壤容重稳中向好，土壤
酸碱度、碱解氮、缓效钾保持平稳，速效钾积累减缓。

《报告》指出，河北省耕地质量存在四个问题：一是基
础肥力总体仍处在较低水平，部分地区土壤有机质、容
重、耕层厚度等指标有待进一步改善提升。二是土壤肥
力存在区域间不均衡问题。三是速效钾、有效磷养分积
累，个别地方有效磷存在潜在环境风险。四是局部区域
存在土壤酸化现象。

《报告》提出了河北省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六项对策建
议。一是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平整土地，改良土壤，
完善灌排设施，加强田间机耕道建设，增强农业生产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二是分类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肥管理，
山前平原区减氮、稳磷、调钾，稳定有机肥投入；低平原区
减氮、调磷、控钾，增加有机肥投入；滨海平原区适时开展
季节性休耕，促进盐碱区农田土壤肥力的稳定提升；坝上
地区实施保护性耕作，增加秸秆和根茬覆盖，增施有机
肥，减少氮肥、钾肥用量，改进磷肥施用方法。三是做好
化肥减量增效，制定标准减量增效，精准施肥减量增效，
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减量增效，改进施肥方式减量增效，
精准调控耕地质量。四是搞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推
广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和堆沤还田三种模式，增施有
机肥。五是大力推广农机深松耕作业，增强土壤蓄水保
墒和抗旱防涝能力。六是做好耕地地力跟踪监测，及时
对耕地质量提升各项措施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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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盐城市土壤普查样品检测
工作，确保内业化验数据准确可靠，江
苏省盐城市三普办近期会同市级质控
单位——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
所，对承担盐城市三普土壤检测任务的9
家实验室展开检查工作。检查组通过会
议座谈，现场查阅资质证书、内培台账、
检验能力验证资料、组织管理制度，以及
踏勘检测现场等方式，重点督查了国家
和省级质控问题的整改进度，全面实施
了现场监督检查。

检查组听取了任务承担单位的样品
检测进度报告，查阅了台账资料，并对样
品预留、试验分析现场进行了检查。同
时，针对操作规范、时间节点控制、实验
室资源使用、设备更新及环境控制等方

面提出了优化建议。
检查组还详细了解了土样检测和

数据上传情况，并对退包原因进行了分
析，指导了抽滤、试验记录、数据管理等
操作。工作组建议检测实验室进一步
规范实验操作流程，提升数据质量和环
境管理，以减少样品退回；重点关注了
仪器的检定校准等问题，提高操作规范
性和人员操作技能，确保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

在为期 3 天的检查工作基础上，盐
城市三普办将继续加强对检测实验室的
质量控制和检查监督，确保全市样品检
测工作按时完成，高质量推进盐城市第
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供稿

江苏盐城市
开展土壤三普样品检测监督检查工作

主要改良措施

目前，国内外各种盐碱地改良措施可
归为四类。一是工程措施，包括建设灌排
渠系（明沟、暗管、竖井）、平整土地、掺沙降
容等。通过完善灌排体系，淋洗和排除土
壤盐碱，科学调控地下水位，是治理盐碱地
的根本途径。二是农艺措施，包括合理灌
溉、深松深耕、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解
决盐碱地有机质含量低、质地黏重、土壤板
结等问题，调节土壤水肥气热，逐步提升土

壤肥力，增强土地生产能力。三是化学措
施，是指向土壤中添加化学改良物料，改善
土壤理化性质，提高洗盐排盐效率，促进作
物生长。四是生物措施，包括种植盐生植
物、耐盐绿肥和饲草，施加土壤有益微生
物，以渔降盐治碱等，加速耕层熟化，促进
脱盐改良。

工作路径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
盐碱地综合利用工作推向深入。一是摸清

底数、搞好规划。结合正在开展的第三次全
国土壤普查，尽快全面摸清盐碱地资源底
数。加快编制盐碱耕地治理专项实施方案，
针对东北苏打盐碱区、西北绿洲盐碱区、黄
河中上游灌区盐碱区、滨海盐碱区、黄淮海
平原盐碱区五大类型区，明确目标任务、分
区治理重点和保障措施。二是加快治理、抓
好试点。结合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分区分类
开展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和耕地盐碱化防
治。扩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范围，探索不
同地区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有效路径。三是

强化攻关、“以种适地”。聚焦农艺抑盐、工
程排盐、节灌控盐、生物治盐等方向，推进技
术创新。“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
加快培育和推广耐盐碱新品种。四是突出
特色、拉长链条。落实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选准特色产业，加快培育龙头企业，打造盐
碱地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做好盐碱地特色
农业大文章，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
给能力。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青年理论
学习小组 供稿

盐碱地治理主要路径
大家谈—盐碱地科普系列（下）

资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金平

“家里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每年农
忙的时候总是花钱雇人来帮忙。”江西省
赣州市会昌县麻州镇下堡村村民刘检清
感慨地说，“现在好了，家里田都托管出去
了，儿子在外地就能在‘独好农机’下单种
地。”他坦言，自从有了“大托管”服务，自
己就当起了“甩手掌柜”。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积极推进农
业生产“大托管”服务改革，建立“县振兴
集团+乡镇子公司+村集体合作社+龙头
企业+农户”五级主体经营体系，创新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模式，提高农业生产
组织化、规模化、机械化和集约化水平，
着力解决耕地“撂荒”“抛荒”难题，切实
为广大农户开辟了一条农业生产降本增
效的新路。

集中托管 破解“细碎田”难题

“耕地细碎化是制约农业生产规范
化、集约化、机械化的极大阻碍。培育
大户集中连片耕作是水稻种植的最佳
选项。开展社会化服务是水稻种植节
本增效的出路。”麻州镇副镇长欧灵向
记者讲述着他这些年抓粮食生产工作的
切身体会。

麻州镇是赣州市农业生产“大托管”
服务改革的试点镇之一。据欧灵介绍，麻
州镇因外出打工者较多，全镇85%以上耕
地非农户本人种植。2023 年春节期间，
村镇干部利用群众返乡期上户下田，对全
镇 20 亩以上规模种植区域进行全面摸
排、逐块登记造册，摸清了种植区域内每
块耕地的种植状况，并与非农户本人种植
耕地逐户上门签订土地托管协议。

对农户本人种植的，在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农户将零散土地统一
托管到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经合并整理后
将大块土地托管给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实
现“小块并大块、分散变集中、细碎变连
片”。对于需要规模化经营但承包农户又
有种植意愿的情况，通过交换田块、就近
集中安置种植区等方式，解决了“插花田”

“细碎田”等难题。
截至目前，麻州镇各村合作社已将可

连片种植，适宜规模化、机械化耕作的田
块通过多方渠道进行招租，吸引大户承包
经营，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较好的田形
成全镇统一流转指导价，较差的田块以免
田租的方式协助大户破解土地流转难题。

“未来我们将依托‘田管家’智慧高标
监管平台有关数据，为每个地块发放电子
证照，方便农户在线查询承包地详情，解
决农户土地流转后的后顾之忧。”会昌县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良忠说。

农事服务托管 降低种粮成本

麻州镇万亩育秧中心占地 1200平方
米，是全县最大的万亩工厂化育秧中心、
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江西省农
机维修齐心修配网点，建设总投资共计
493.6万元。

万亩育秧中心生产车间，集种子处
理、播种作业、播后管理、功能辅助为一
体。播种作业区内设有秧盘、基质堆放区、
两条育秧播种流水线及床土提升设备。
两条生产线每小时可完成1500~2000盘装
入底土、淋水、播种、覆土作业，一天可进
行1000亩播种作业。

同时，麻州镇依托万亩育秧中心建立
了全县第一个全程机械化农事服务中
心。一张综合农事服务价格表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机插秧 80 元/亩、工厂化育插

秧每亩80元（不含种子款）、田间托管（育
秧、机插、飞防、收割）每亩 270 元。“经过
统计，通过全程机械化农事服务，从种到
收每亩比去年可节省90元。”欧灵说。

在农事服务中心智能监测大屏上，记
者看到插秧机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耕种
作业，随着农机来回穿梭，水稻秧苗整齐
落在田间。

农户通过“独好农机”平台一键下单，
可以获得集中育秧、代种代耕、农药化肥
集中采购等服务，让大托管服务线上化、
流程规范化、可视化，选育、机耕、种植、管
理、收获、统销为一体的农事全过程托管
服务，省时省事省钱。如在 2024 年早稻
播种期间，会昌县各乡镇投入农机设备
1000余台，为群众提供机耕服务，每个乡
镇均建立育秧工厂；再比如化肥集中采
购，县振兴集团和各乡镇子公司通过淡季
集中采购储存，旺季平价直供农户，为农
户每亩节省化肥成本30元。谈及农事服
务托管的优势，宋良忠如数家珍。

此外，农机维修齐心修配网点还配
备了 1 名工作人员及电脑、网络通信等
相关设备，可远程指导，进行技术设备共
享，同时聘请了 5 名维修技师，确保所有
设备随时保持良好状态，维修场所设置
了业务接待区、机车清洗区、检测区、工
具配件区和三个维修区，上墙了维修人
员岗位牌、维修流程图以及维修服务承
诺、安全生产管理、资产设备管理、保修
服务等制度牌。

五方主体运营 实现集体增益

麻州镇州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县
级振兴集团子公司，作为乡镇产业经营、
项目实施主体和乡村资产管理平台，统一
承接村里所需农事服务，同时为种植主体

开展农资集采、耕、种、收、售等环节服务；
村集体合作社，作为村级产业经营主体和
利益联结主体，通过开展耕地集中托管服
务解决耕地碎片化，通过农事托管解决耕
种成本高、农户种植意愿低等问题；龙头
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组织生产、提供产品
的主体，将农产品纳入“会昌独好”区域公
共品牌进行统一营销，带动农户增收；农
户通过土地等资源入股合作社获得分红，
参与发展产业获得收益，为乡镇子公司或
龙头企业提供劳务获得薪酬。

会昌县建立了联农益农利益联结机
制，因地制宜推出“县振兴集团＋乡镇子
公司＋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形成
了“盘活乡村资产—融资发展产业—解决
龙头企业或种植大户资金难题—乡镇子
公司获益—村级合作社分红—群众增收”
的良性发展链条。

“十几年前我在村里干的时候，搞农
业是‘单打独斗’，村民们每天扛锄头、穿
雨靴、戴草帽，从天黑干到天黑。现在的
农业生产是多向发力，看着整片绿油油的
农田，由衷地感慨和自豪，这么多年抓农
业生产总算是看到了一点成绩。尤其是
开展农业生产‘大托管’之后，镇里采取

‘职业经理人管理+农事托管+政策奖补’
的方式，实现村级兜底种植扭亏为盈，破
解了多年来村级兜底种植亏损的难题。”
欧灵激动地说。

“下一步，为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经营
权有序流转和土地托管服务，促进小农
户与现代化农业相衔接，我们将充分盘
活乡村资产，构建集农业生产、加工、销
售、品牌打造等为一体的‘大托管’服务
框架，进一步实现农民增收、主体增盈、
集体增益目标。”赣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江西会昌县

“大托管”服务 让土地连片又好种

近日，北大荒集团建设农场利用国债项目，加大对高标准农田排水沟、涵洞、农桥、机
耕路、侵蚀沟等类别的投入力度。对原有农田道路进行拓宽和山皮石铺设硬化，着重加强
路面养护管理，确保农业机械和运输车辆能够在施工过程中顺畅通行。农场积极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依据不同标段设计图纸和方案进行现场监督，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作业推进
进度，确保每一个标段工程都达到高标准项目建设要求。并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
合，形成工作合力，按照时间节点促使高标准农田建设顺利进行。 许颖献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文/图

近日，在新疆拜城县米吉克乡库库拉托格拉克村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挖掘机、铲车正在作业，大条田
已见雏形，工程涉及到的农户们欢天喜地。2022年，
村中的2000多亩地完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昔日的大
水漫灌被先进的滴灌技术所取代。定时定量的浇灌
方式不仅节约了水资源，还让作物得到均匀的水分供
应，既提高了产量，又节省了投入。“改造后的农田，种
玉米每亩产量提高了 200公斤，亩收入也因此增加了
600元。”村民买买提·艾山说。

近年来，拜城县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累计
建成 82.42万亩高标准农田，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63%。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察尔齐镇红旗村，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

进，1.78 万亩农田，全部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经
营管理。在农业增效的同时，村集体经济也得到了蓬
勃发展。“2022 年，我们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是 450 万
元，而去年高标准农田改造完成后，升至 1445万元。”
村党支部书记玉山·吐尔逊说。村集体收入中的60%
用于给村民分红，使得村民们除了土地流转费外，还
有第二份稳定的收入。

今年，拜城县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19.52万亩，力
争在 2025年末将永久性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
田，不断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为现代农业发展提
供强有力支撑。

新疆拜城县

累计建成82.42万亩高标准农田

近日，在新疆拜城县米吉克乡库库拉托格拉克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挖掘机正在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