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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尧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眼下，四川省达州市田畴沃野一片盎然景象，绿油
油的禾苗为新一轮数十亿斤粮食产能积蓄丰收力量；高
标准农田建设如火如荼、丘陵山区现代农机装备产业园
里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为农业高质量发展装上“新引
擎”；摘果采茶、追花赏景，农旅融合发展，持续为乡村振
兴注入动能，为达州重振巴渠雄风、重塑大市荣光贡献
农业力量。

达州去年粮食播面 855.9 万亩，实现粮食总产
326.6 万吨，成功夺得粮食总产全省“十一连冠”；耕地
保有量 632 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78.53 万亩、
居全省第二；良种覆盖率达到 98%；创建国家级畜禽
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1 个、全国生猪屠宰标准化建设示
范单位 1个……

一项项成绩见证了达州“米袋子”更充实、“菜篮子”
更丰富、“果盘子”更多彩的发展过程，一组组数据描绘
了达州农民的丰收盛景。

稳中求进——
良田沃野展“丰”景

育一棵好苗，种一方良田。整平秧床、抛撒谷种、浇
水盖土、覆盖地膜……一进入春季，通川区金石镇月岩
村2组的水稻集中育秧示范点，村民便在农技人员的指
导下，扎实开展育秧工作。

据悉，通川区今年以集中育秧为抓手，组织 100 余
名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旱地育秧、机插
育秧等技术培训，提供水稻育秧消毒、化控、封闭除草等
关键环节指导，提升水稻种植集约化、规范化、标准化水
平，为全年水稻单产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这是达州打好全年粮食增产“第一仗”的生动缩影。
今年，达州全面推行粮食生产“一图一册”，确保全

年粮食播面稳定在 857万亩以上、粮食总产达到 330万
吨以上。推动大面积提升单产，依托全省粮油作物“百
县千片”单产提升行动，规划建设95个高标准、高水平、
高质量集中连片粮油千亩高产示范片，力争在全省高产
竞赛中进入“第一方阵”，示范带动全市粮食亩均单产提

高10公斤以上。深挖播面潜力，推动撂荒地动态清零，
优化改造低效种植园地3.25万亩。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作为农业大市，达州一直高
度重视粮食生产工作，坚持粮食安全底线不动摇，从稳
面积、稳政策、稳单产 3 个“秘诀”入手，强化服务指导，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让粮食生产连年
在稳定中保持增长。

同时，在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前提下，稳定生猪
生产，大力推广液态精准饲喂先进养殖技术，推动节本
增效；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实施经济作物绿色高产
高效行动，持续开展标准化生产基地改造，稳定全市经
济作物种植面积在284万亩以上；加快山地肉牛产业集
群项目建设，争取保持全省农区第一；组建全市水产发
展工作专班，研究制定水产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新增稻渔综合种养基地5万亩以上。

攀“高”追“新”——
加速现代农业发展

4月起，宣汉县下八镇天一村不少“手工田”都开始
了“格田化”“梯格化”“梯田化”建设，小田变大田，道路
沟渠四通八达，旱能灌、涝能排，还实现了机械化种收。

如何“藏粮于地”？必须不断加大耕地保护建设力
度，建设高标准农田。近年来，巴渠大地的田间地头多
了不少标准化农田。曾经抗灾能力弱、粮食产量低的小
田，在统一规划建设后，都升级成了“独家版”高标准
农田。

今年，达州将大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预计集中
打造 3个万亩示范区、10个千亩示范片，全年新建和改
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9万亩以上。

不仅要“藏粮于地”，还要“藏粮于技”。达州市计划
建设丘陵山区现代农机装备产业园，加快农业发展步入
现代化新征程。

近日，达川区丘陵山区现代农机装备产业园施工现
场塔吊耸立、机器轰鸣，工程车辆络绎不绝。据悉，该园
区聚焦“立足西南、辐射全国，打造中国丘陵山区现代农
机装备高地”发展定位，正大力推动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
环节补充，实现头部企业集聚、规模企业数量扩容、供应

链配套关系强化、升级迭代项目增进，着力打造西南地区
重要的丘陵山区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助力建设新时代更
高水准“天府粮仓”。目前，已建成8万平方米标准厂房，
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15家，5家农机企业陆续搬迁入驻，
480亩中试基地、“五中心”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

由“大”向“强”——
发力乡村全面振兴

4 月初，开江县讲治镇镇龙寺村的双飞茶园里，茶
农在樱花下采茶，游客在茶香中赏花打卡，绘出一幅生
动美丽的田园图景。

近年来，达州市进一步创新农业发展模式，引进社
会资本做好农旅融合文章，打好生态有机牌，做精做
强特色产业，实现农业产业规范化、精致化、高效化，
推动特色近郊游、采摘游、周末亲子游，大力培育民宿
经济、农耕体验、休闲康养旅游等新兴业态，实现从

“输血”到“造血”的可持续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
强劲动力。

达州深入推进种业振兴，抓好大竹苎麻、达川乌梅、
达州脆李、蜀宣花牛、开江麻鸭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加
快培育“巴山食荟”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创建“天府粮
仓”精品品牌 5 个以上。深化农业农村重点领域改革，
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着力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激发乡村发展
活力。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达州出台了《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工作
实施方案》，计划建成市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精品村
10 个以上、样板村 100 个以上。运用新时代“枫桥经
验”开展“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智慧乡村治理试
点，进一步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传承弘扬农耕
文化，推进农村生产生活遗产保护传承、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挖掘培育、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保护发展，办好
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新发展阶段，达州作为传统农业大市，将扛牢全
省粮食生产“首位担当”，加快推动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
跨越，助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四川达州市：“农”墨重彩绘“丰”景

山东昌乐“三项机制”
夯 实 信 访 基 层 基 础

本报讯（陈海洲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吕兵兵）近年来，山东省昌乐县创新建
立“九小干部”工作机制、“三三制”矛盾纠纷
化解机制、“信访＋纪检”联动机制等，用心
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信访
工作基层基础，全力将信访矛盾纠纷“吸附
在基层、发现在萌芽、化解在最初”。

建立“九小干部”工作机制，组织各镇
街区纪工委书记、社区书记、社区主任、包
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民警、医生、法律顾
问、电工共进村民微信群，分工明确，各司
其职。村民可在本村群里直接反映问题诉
求、提出意见建议。该机制建立以来，全县
390 个行政村共收集群众诉求 1323 条，解
决群众诉求1306条。

实施“三三制”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村级
实行调解员“及时调”、调委会“集中调”、政
法部门参与“介入调”；镇街级实行矛调中心

“分流调”、分管领导“统筹调”、主要领导“重
点调”；县级实行职能部门“精准调”、调解中
心“联动调”、分析研判“跟踪调”。该机制建
立以来，信访矛盾纠纷化解率提升32%。

探索“信访+纪检”部门联动工作机
制，建立了联合接访、联合会商、联合约
谈、联合问责、信息互通“四联一通”信访
监督联动体系。接访时对群众诉求能即时
办理的现场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联合多
部门共同确定解决方案，全程向群众反馈
办理情况，街道纪工委依职责跟进督促。
自该机制建立以来，共接访案件 170余件，
化解率达94%。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坚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发展
特色湖羊产业，生产水平逐步提升，实现生产、防疫、销售等环节全链条智能化管理。图为
近日，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员工对杭州富阳富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用电设备开展检查，
排查湖羊良种繁育场养殖场用电安全隐患。 黄辉 摄

河北承德市双滦河北承德市双滦区区：：种种植特色果蔬促共富植特色果蔬促共富
近日，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西地镇冯营子村香瓜种植基地，瓜农忙着采摘成熟的香瓜，大棚内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双滦区发展

壮大特色种植产业，着力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培育壮大香瓜等特色果蔬种植，实施了山谷田园、农业创新驿站、蔬菜产业集群、农业嘉年
华等项目，促进了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李川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窦悦恒 摄

近日，郑商所发布公告，增设指定尿素交割厂库
和提货点，以更好匹配行业客户的需求。

公告称，经研究决定，尿素新增交割区域增设晋
控英世达供应链管理（宁波）有限公司为指定尿素交
割厂库，增加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农资
化肥有限责任公司、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指定尿素交割厂库提货点。原交割区域内增设惠

多利农资有限公司、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指定尿素交割厂库。

新增交割区域的具体升贴水为：
黑龙江肇东+50元/吨，吉林扶余+80元/吨，辽宁锦

州、铁岭+70元/吨，山西晋城-70元/吨，湖南岳阳、常
德+90元/吨，江西九江+60元/吨，四川眉山、德阳+10元/吨。

新增交割区域的具体启用时间为：在 2025 年 4

月 24日前公告的交割仓（厂）库，自 2025年 4月 24日
起开展业务；在 2025 年 4 月 24 日后公告的交割仓
（厂）库，自公告之日起开展交割业务。上述交割仓
（厂）库的升贴水自UR2505合约起执行。

市场人士表示，郑商所此次新增尿素期货交
割厂库和提货点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尿素期货市场
的交割机制，以满足不同区域产业企业参与尿素

期货交割的需求，并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
农资保供。

“首先，优化交割厂库的布局和数量，使得交割
更加便捷和高效，减少交割成本和时间，提高市场整
体效率。其次，通过增设交割厂库，特别是在非基准
交割区域增设提货点，可以扩大尿素期货市场的服
务范围，让更多原交割区域外的产业企业能够参与

到尿素期货市场中来。考虑到不同的产业企业对于
交割地点和交割方式有着不同的需求，郑商所通过
增加交割厂库和提货点，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的个
性化需求，提高市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还可以帮助
企业加强风险管理，降低交割风险。通过不断优化
交割库布局，进一步提升尿素期货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上述市场人士表示。

郑商所增设尿素交割厂库及提货点

近日，郑商所发布公告，对《郑州商品交易所棉
纱期货业务细则》进行修订。本次修订主要涉及优
化基准交割品质量标准、扩大替代交割品范围、延长
仓单有效期和扩大交割单位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棉
纱期货2503及后续合约。

棉纱期货于2017年8月18日上市，是目前唯一的
纱线类期货交易品种。棉纱规格较多，下游用纱企业个
性化需求较强，为进一步贴近现货市场特点，郑商所深

入开展调研论证，对棉纱期货业务细则进行修订，着力
通过制度优化破解制约棉纺织期货功能发挥的瓶颈。

据了解，郑商所主要从以下七个方面对棉纱期货
业务细则进行了修订完善：一是扩大交割品范围，由当
前的普梳32支机织用纱扩大至普梳32支针、机织用纱
和普梳40支针、机织用纱；二是优化基准交割品及替
代交割品质量指标及升贴水；三是将仓单有效期由2
个月延长至4个月；四是收严入库棉纱生产日期要求，

将允许注册成为期货仓单棉纱的生产日期由180天以
内缩短至120天以内；五是扩大交割单位，将交割单位
由20吨调整为30吨；六是优化入库检验抽样规定，增
加由仓库负责抽样并封样寄送指定质检机构的抽检方
式；七是优化出库质量变异允许范围。

多家业内人士反映，本次棉纱期货业务细则修
订优化了交割标准和流程，扩大了可供交割量，降低
了交割成本，能够为棉纺织企业合理利用棉纱期货

管理风险提供更优规则、更好服务、更多便利。浙江
创锦汇谷物产有限公司洪洋表示：“棉纱期货业务细
则修订紧贴现货市场变化，有利于提高期货市场运
行质量，便利产业企业更好利用期货工具套期保
值。”新规则实施后，棉纺织企业可利用棉花、棉纱期
货相结合的套期保值模式，锁定原料成本和成品销
售价格，最终锁定加工利润，实现稳健经营。

郑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棉纺织产品价格

波动加大，影响棉纺产业链平稳运行的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增加，棉纺织企业利用期货工具管理风险需求抬
升。此次修订后，新规则将更加贴合现货市场实际，促
进棉纱期货功能发挥，助力形成棉花、棉纱、对二甲苯、
精对苯二甲酸、短纤等纺织期货品种功能有效发挥、品
种间互动互促、期现货高效联动的新发展格局，为棉纺
织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期货力量。

郑州商品交易所供稿

郑商所修订棉纱期货业务细则 推动纺织期货板块高质量发展

广告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振中）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助推农业产业深
度转型升级，近日，江西全省新质生产力
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上犹
县召开。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涉外处二
级调研员谢伟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
点，智慧农业具有农业新质生产力重要
特征。”

据了解，江西累计建成省级农业物联
网示范基地 400 个、“互联网+”农产品出
村进城县 50 个以及一批智慧农场示范标
杆。全省农业农村数字经济规模稳步提
升，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信息化
率排在全国前十位。

上犹县委副书记何新平介绍，上犹县
坚持以农业科技创新、产业数字化改革为

突破口，综合运用智慧设施、数字技术等
先进方式方法对农业进行全链条、全方位
的改造创新，持续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加快构建上犹县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坚
持建设智慧大脑，持续发力打造数字场
景，做优农业指挥“信息化”文章。坚持科
技创新赋能，推广应用物联网技术，做好
农业生产“智能化”文章。坚持延链补链
强链，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做实农业
链条“现代化”文章。坚持发展优势产业，
培育数字化农业品牌，做足农业产品“特
色化”文章。

下一步，上犹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充
分学习借鉴兄弟县（市、区）的先进经验做
法和专家的研究成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全面推进农业产业信息化、智能
化、现代化、特色化发展，推动全县农业产
业工作跑出加速度、取得新成绩，为加快推
进现代农业强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江西举行全省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 莫浪潮 向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黄奇芳出生在军人家庭，从小深受父
亲保家卫国精神的熏陶，16 岁的时候，她
循着父亲的足迹应征入伍，跟随部队行走
于大江南北，在边防的天山深处，在悬崖
峭壁和漫天风沙之中，不忘初心坚守阵
地，曾多次荣获军功章。从部队退役后，
黄奇芳 2016 年创建了贵州芳香园民族特
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初，黄奇芳准备扩大芳香园
公司经营规模，但几十万元的资金却让
她犯了难，正当黄奇芳一筹莫展之际，农
行贵州省黔南州惠水支行了解这一情况
后，主动对接，向她发放“惠农 e 贷”25 万
元，帮助黄奇芳有效缓解经营方面的资
金压力。

今年 4 月初，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
展，餐饮食品行业迎来新的机遇，黄奇芳
准备再扩增新的食品生产线。在省分行
的精心指导下，黔南分行州县两级联动，
迅速对接黄奇芳的金融需求，辖内惠水
支行仅用一周就为其办理“惠农 e 贷”提
额业务，借款资金从 25 万元提高至 50 万
元，及时解决了生产融资需求。黄奇芳
通过大力发展民族特色食品产业，间接
带动了当地 200 余人就业，大大增加了群
众的家庭收入。

黄奇芳的故事仅是贵州农行支持退
役军人创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为更好地

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贵州农行积极对
接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不断强化银政
合作，创新专属产品，持续强化金融支持。

聚焦退役军人，加大信贷投放。为精
准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贵州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与贵州省农行联合专属创新“退
役军人创业 e贷”，具有线上化、便捷化、低
利率、免担保等特点，单户最高额度可达
50 万元，双方联合发文共同推进，打造了

“政府+金融+退役军人+创业发展”的服
务模式。截至 4 月 17 日，累计投放 4288
笔，2.64亿元精准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
发展生产。

拓展服务渠道，延伸服务半径。围绕
县域客户金融服务需求特点，加快建设更
加高效便捷的渠道体系。不断优化县域
网点和惠农通服务点布局，积极推广总行
农村“三资”管理平台，推进掌上银行乡村
版普及，通过强化县域网点、自助银行、惠
农通工程、互联网金融等渠道建设，推进
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全方位为退役军人及
县域农村地区客户提供更便捷、丰富的金
融服务，延伸了服务半径，拓展服务广度
和深度。

通过加大信贷投放，拓展服务渠道，
有效践行了农行金融服务责任担当，真正
落实“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为全省退役
军人创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下一步，贵
州农行将不断完善和优化产品和服务，切
实为金融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积极贡
献农行力量。

金融活水助力退役军人创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