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壹

端午假期之后，河北省保定市定兴
县“三夏”麦收接近尾声。

2022 年，该县提出“两个万亩”工
程，并以万亩生态智慧农场为抓手，积
极推进农场建设。姚村镇率先开展农
田新基建，辛木村打造“科技范儿”十足
的高标准农田 1738 亩，土地平整、田亩
相连。

据定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勇泉
介绍，“辛木村高标准农田拥有农田生产
环境自动监测网络、智能化节水灌溉系
统、田间基础设施与生态智慧农场综合
管理服务系统。通过系统采集的数据可
以通过 4G 网络传输至农田服务中心进
行分析汇总，指导农业生产。”

近年来，该县着力推动高标准农田
建设，以土地平整、水肥一体化设施建
设、田间道路整修、耕地地力提升、“智
慧+”为重点，以“田成方、林成网、路相
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机能行”为
标准，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
宜机宜耕、土壤肥沃、生态良好、高产稳
产的整体效果。

“这 1000 亩的麦田都由我来负责，
只需要一两名农民就可以全部管护了，
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如今
让位给高科技啦！”在辛木村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旁，农田经营方、北京爱科农科技
公司定兴县负责人郑六江对记者自豪地
介绍着自己的工作。

“您看，打开我们的手机客户端就能
查看农田环境的温度、湿度、土壤 pH 值
以及光照强度等指标，哪块地作物生长
怎么样、叶面表现如何一目了然。平台

还会针对监测到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
提供浇水施肥等管控建议。”郑六江一边
操作着手机，一边介绍说，“哪个地块缺
水了，需浇多少，有提示，手机一点，就把
地都浇了！”不仅如此，植保无人机、大型
农机具的使用也让种田一改以往人挑肩
扛、马嘶人忙的景象。

辛木村党支部副书记裴立河介绍
说，综合观测台通过遍布田头的传感设
备，气象站源源不断把气象、墒情、苗情、
虫情等信息传递到手机上，就像一个“智
囊团”，让田间管理更科学、更精准。

目前，定兴县正分类建设、因地制宜
开展 3 个版本高标准农田建设：基础版
围绕“田、土、水、路、林、电、技、管”8个方
面进行建设，完善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
板，亩均投资约 1200 元；提升版在基础
版的基础上重点解决灌溉方式问题，加
装地上移动式喷灌设备，亩均投资约
1700元；智慧版主要负责平整土地、建设
灌溉设施、建设智慧设施，实现动态监
测、精准管理，亩均投资约4000元。

2019 年以来，该县高标准农田共新
建、改造提升、水毁修复面积达 37.14 万
亩，其中基础版 21.27万亩、提升版 12.97
万亩、智慧版2.9万亩。

“我们已出台《定兴县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程管护制度》，按照‘谁使用、谁管
护’、‘谁受益、谁管护’原则，由经营主体
负责管护日常检查。同步开展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程质量保险试点，投入保险资
金38.5万元，对部分投资较大、后期管护
难度高的地埋式伸缩喷灌设施保期 10
年，确保工程发挥应有效益。到 2025
年，我县高标准农田将全部完成提升改
造。”定兴县副县长杨志杰表示。

河北定兴县
农田“科技范儿”监测智能化

重庆市梁平区仁贤街道宏山村，蓝天白云倒映在稻田中，与在田间插秧的村民形
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刘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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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第三次全国土
壤普查领导小组会议暨 2024 年全省土
壤普查工作部署会议上获悉，2023 年省
内28个县开展了20737个表层样点普查
任务，启动了全省44个县1357个剖面样
点普查任务。截至目前，2023 年度共完
成外业调查与采样 21226 个，完成率
96%；制备样品 22954 件，完成率 86%；流
转至检测实验室 22235 件，检测完成并
上传平台15481件，完成率70%。

自普查工作启动以来，青海省深刻认
识开展土壤普查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
艰巨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主
动入位，积极作为。全省第三次土壤普查
外业调查采样样点共 37341 个，其中，表
层样点35955个，剖面样点1386个，涉及
农用地约6.66亿亩。2022年三普试点期
开展采样996个（其中剖面样点29个，表
层样点967个），盐碱地普查专题1948个。

按照国务院“一年试点、两年铺开、

一年收尾”的工作安排，2022 年试点，
2023年至 2024年全面铺开，2025年进行
成果汇总、验收、总结。到2024年6月底
前，青海将完成盐碱地外业调查采样、内
业测试化验和西宁市市级成果汇交汇总
工作；8 月底前，将全面完成全省所有样
点外业调查采样、样品制备和内业测试
化验工作；9 月底前，将全面完成省级盐
碱地专题成果汇交汇总工作；12月底前，
将基本完成县级成果编制。

今年是土壤普查工作开展的关键
年，时间紧、任务重，青海将采取省土壤普
查办负总责，市州县各司其职，严选第三
方专业机构参与的方式来推进土壤普
查工作。同时，将高标准完成外业调查与
采样、样品制备和内业测试化验、严格落
实质量控制措施、加快推进盐碱地专题调
查、及时形成普查成果，严格做好各项招
标工作等六项工作，对标国家要求，确保
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压实责
任，强化组织领导，合力推动土壤普查工
作走深走实。

青海省2023年度土壤普查工作基本完成

□□ 马光仁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清新

联合收割机驶过金色田野，山东省济南
市长清区归德街道 9.1 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隆隆机声，响彻田野，连片麦田，遍地金黄。

平均亩产 1200 斤，总产 1 亿多斤，拥有
耕地10.5万亩的产粮大镇长清区归德街道，
今年又迎来了夏粮丰收。

“高标准农田旱能灌、涝能排，种、收都
省时省力！”种植小麦 3340亩的种粮大户张
有国告诉记者，今年小麦亩产达到 1250
斤。同样尝到高标准农田建设甜头的还有
农户郭先锋，他种植的 400 亩小麦，亩产达
1300斤。

“以前大水漫灌浪费水不说，光滋洇土
渠垄沟子，就得半天，3000 多亩地浇一次就
得半个月；现在浇地，5天浇一遍，跟过去效
果完全不一样。”张有国对高标准农田建成
后灌溉效率的提升，深有感触。他说，高标
准农田全部埋设地下管道，间隔 50 米设一
个出水口，灌溉时，只要到井房一刷卡，大田
多个农用井就会涌水浇地，“节水、节电、节
地、省工、省钱。”据了解，通过“把井搬到地
头上”腾退原有地上土明渠，归德街道新增
耕地800多亩。

走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高清摄像头、
田间气象站、土壤墒情监测站、植物病菌孢
子捕捉仪、物联网虫情信息采集设备等智能
化设备，通过它们可实现农情、苗情、墒情尽

在“掌”握。
张有国向记者介绍，播种小麦、玉米时，

装有农用北斗终端的无人驾驶智能谷物精
量播种机，按照智能终端的设定，可以实现
施肥、播种、覆土作业一气呵成。

归德街道 2022 年以来建成的高标准农
田，全部实施了节水灌溉一体化智能控制系
统，即每 25米等距埋设一根喷灌连接杆，作
业时喷杆 360度旋转喷洒，喷杆设在麦田地
垄上，不影响麦收时联合收割机作业，只需
在手机上轻轻一点，麦田里矗立的喷灌设施
就会自动喷灌，相较传统浇地模式每亩可节
省人工费 50 块钱，仅小麦季就可以节约用
水30%左右。

翟庄村村民肖召民坦言，他在2019年流

转了1000亩地，用来种玉米、红薯，就是看上
了这里集中连片，旱能灌、涝能排的土地条
件，规模化种植后，种收全程机械化，平时用
工很少，收割时只需雇 2、3 人，用工成本大
大降低，一年下来能收入50多万元。

据了解，翟庄村 3000多亩地，通过集中
连片耕种，实现成本减半。同样受益的，还
有普通农户，高标准农田建成后，每亩流转
费从 100 元—300 元，涨到 800 元—1200 元，
提高了农户土地流转收入。

归德街道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
新农机、新技术不断升级，推动“汗水农业”
朝着“智慧农业”转变。截至目前，已累计
建设高标准农田 5.45 万亩，8 万亩农田实现

“吨粮田”。

山东济南长清区

“汗水农业”变“智慧农业”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芒种忙，麦上场。”6月5日，在河南
省安阳市内黄县余庄村高标准农田里，
小麦迎来了收获时刻。村民史水旺正在
田间地头等着运送即将收获的小麦，只
见他从拖拉机车斗里抓一把小麦摊在手
心，粒粒饱满。

“今年小麦能够丰收多亏了高标准
农田建设。今年小麦生产季比较干旱，
长时间没有有效降雨。但是高标准农田
建设新打的机井就在地头，井深水足，再
加上铺设的滴灌带，小麦灌溉、追肥及时
又方便，才让这季小麦亩产达到 1300多
斤。你看看这小麦多饱满。”史水旺指着
车斗里的小麦说。

近年来，后河镇坚持依法公开、村民
自愿、政府引导原则，依托高标准农田项
目的建设，在余庄村试点开展“小田并大
田”改革，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改革
后，余庄村 1325 块农户土地整合成 259

块、371 亩集体土地并成大方田，土地承
包价格由原来的每亩 300元上涨至 1000
元，村集体仅此一项增收 37 万元，极大
提升了农户收益。

余庄村党支部书记史秋文介绍，原来
地块零碎不平整，收割一亩小麦要六七十
元，现在小田并成大田后，一亩地的收割
费用只需 50元，灌溉设施改进后节水又
节肥，仅种植投入就比原来节省了20%。

“原来我家有 10 块地，最小的一块
才几分，大型机械要么进不去要么收割
价格高。现在好了，家里的 20多亩地换
成了 3块大田。眼前这块马上收完的地
块有9亩，大型收割机过来不到2小时就
收完了。”史水旺说，“而且水电路都很方
便，20亩地我一个人就能管理过来。”

据测算，余庄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推
动粮田变良田，通过实施小田并大田，每
亩地耕作成本降低约 200元—300元，小
麦、玉米每亩增产 200斤，尖椒亩产稳定
在500斤。

河南内黄县
高标田里话丰收

□□ 张平 孙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一片片平整的农田，一块块细腻的土
壤，一条条宽阔的产业路，如同精心绘制的
画卷镶嵌在这片沃土之上。近年来，四川省
达州市宣汉县坚持“统筹规划、连片推进、突
出重点、建管并重”原则，大力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累计建成面积达62.66万亩，提高粮
食产能3130万公斤以上，连续7年荣获全国
粮食生产先进县，先后 3 次夺得“全省粮食
生产丰收杯”，被确定为全省高标准农田建
设重点示范县。

粮田变良田
筑牢巴山粮仓基石

站在路旁，记者发现一种U型渠蜿蜒在
田边地角。“这种形状不仅使得水流更为顺
畅，减少了水流的阻力，而且能够有效防止
渠道的渗漏和侵蚀。上部则采用有一定倾
角的直线设计，既保证了渠道的稳定性，又

方便了施工和维护。”宣汉县农田建设项目
施工一标段现场负责人李清波说。

近年来，该县通过与四川省农业科学
院、四川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结合宣
汉地形地貌实际，总结形成了“宣式U型渠”
建设经验，每米建渠成本降低了 120元。目
前，运用该项成果建成高标准农田 9.5 万余
亩，节约建设成本约1.14亿元。

“以前我们这里都是些零散的小田，抗
灾害能力低不说，粮食产量还不高。如今，
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旱能灌、涝能
排，机器插秧、收割更不在话下，想着我们的

‘望天田’马上就要变成‘高产田’了，心里别
提有多高兴了。”下八镇天一村支部书记李
明月说。

监管加管护
凸显巴山农田高效

在马渡关镇严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
场，一个特别的工程质量监督小组在工地上
忙碌着。这个小组由业主代表、现场监理、

项目镇村以及受益群众代表组成，他们肩负
着确保项目工程质量的重任。

业主代表张先生是小组的核心成员之
一，每天他都会带领小组成员深入施工现
场检查，从土地的平整到渠道的修建，他们
都一丝不苟，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符合高标
准农田的建设要求。如果发现渠道有破损
或堵塞的地方，他们会立即动手修复，清理
堵塞物。

“自高标准农田建成过后，我们与村社
达成土地流转协议，并与宣汉县高标准农田
建设服务中心签订了移交管护协议。同时
积极引进了一系列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现
在效率提高了，产量也提升了。”宣汉县桂刚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桂刚说。

据了解，该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服务中心
与项目村（社区）、业主单位签订移交管护协
议，积极构建政府、业主、群众多方参与的长
效管护机制。同时加强管护资金保障，确保
项目长期发挥效益，2020 年以来，累计投入
管护资金98.6万元。

丰产又增收
绘就巴山田园新景

在胡家镇鸭池村，村民将农田按照 1∶9
的比例进行改造，1分田挖沟养鱼，9分田种植
水稻，实现亩产水稻1000斤、鱼300斤。“为确
保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充分发挥效益，我们引
进新型经营主体采取‘稻鱼共生’模式，平均
每亩比传统种植模式多增收近 5000元。”鸭
池村支部书记冯勇说。

宣汉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坚持
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不断提升土壤质量，促
进农业增收增效。2023 年高标准农田项目
区预计新增粮食产能 450万公斤，直接带动
5.5万余人年增收1350万元。

“2024年度，我们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7
万亩，改造后，我们高标准农田的农业机械
通达率可以达到 90%以上，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提高 5%以上，为保障全县粮油高产稳产
打下坚实基础。”宣汉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服
务中心农建股负责人陈益海说。

绘就田园新景 筑牢巴山粮仓
——四川宣汉高标准农田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金平

“高标准农田经过十余年持续建设，
积累了大量工程设施，要管护到位很不容
易，也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管护
模式，但重点都是围绕‘怎么干、谁来干、
资金哪里来’三个关键问题下功夫。”江西
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处二级调研员黎
建华坦言。

江西作为典型的丘陵山地地区，累积
的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体量小微、分布
散，经过连年运行，设施不断老化，这无疑
给农田监督管护增加了难度。

结合当地实际，一场围绕“高标准农
田管护”的探索在江西各地落地、生根、发
芽，逐渐涌现出赣州“田管家”数字化管护
平台、广昌“五位一体”管护等新模式，在
全省形成以点带面、整体提升的良好格
局。近日，记者走近赣县区、广昌县的高
标准农田管护现场，记录并感受现场的一
些人、一些事。

“科技+保险”为管护赋能

细雨蒙蒙，放眼望去水中的稻田更显
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在赣县区中塘村的
高标准农田现场，记者见到巡护员肖国洲
时，他正在绿油油的水稻田周边巡护。

“打开‘田管家’App，点击‘开始巡
护’，系统会记录我们巡护的路线和范
围，一旦发现问题，点击‘问题上报’，有
些问题会自行处理，不能自行处理的选
择‘经费处理’，后续会有人来维修。”肖
国洲拿起手机，耐心地向记者讲解起“田
管家”的使用方式。

针对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范围广、维
修难、维修金额不确定等痛点难点问题，
赣县区创新“科技+保险”管护模式，将
2017 年—2022 年项目的 10.25 万亩高标
准农田纳入“田管家”智慧高标监管平
台。同时按照 10 元/亩的标准为其购买
保险，遇到不能自行处理的问题，保险公
司负责兜底解决。为了降低出险概率，
保险公司全程参与建前、建中和建后的
监管，每年组织 4 次集中清淤，在春耕备
耕和雨季等关键时节，保险公司会安排
充足的人员力量开展抢修，避免影响粮
食生产。

据了解，“田管家”智慧高标监管平

台可实现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大数
据综合管理，通过图表的形式将高标准
农田建前、建中、建后相关数据清晰展
示，构建覆盖责任到人、监管到位的“建
管护”机制，实现每块网格田及设施设备
的详细基础信息和每级、每个管护员的
信息上图入库。

“我们把传统建后管护工作一分为
二，厘清明晰‘巡查’和‘维护’职责。在

‘田管家’高标监管平台可以不定期查
阅管护人员巡查轨迹和管护记录，将其
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赣县区农业农
村局党组书记罗宗健说。“巡护人员发
现问题通过平台上报，保险机构收到后
立即出险对接解决，并通过平台上报处
理结果，实现‘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
一体化处理。”保险公司相关负责人王
友群补充道。

“未来我们将与软件开发公司合作尝
试构建农业四情监测、农田可视化监管、
设施设备智能巡查管护等业务应用，完善
农业生产抗灾减灾配套措施弥补高标准
农田长效管护的不足，全面提升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科技配套与应用水平。”赣州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同志说。

“五位一体”让资源整合

“滴滴滴……”几声呼叫声过后，在广
昌润泉维养管护公司智慧水利信息化平
台的视频大屏上出现了穿着蓝色工作服
的管护员，我们看到管护员正在前往田间
抢修水渠。

“早上系统接到上报的问题，分析之
后，我们就立刻派人赶到现场维修，目前
正在抓紧抢修中。”公司相关负责人陈凡
说。通过这种视频对话的方式，能够对管
护工作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指挥、调动和
管理。

据广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唐邦珍介
绍，该县整合了高标准农田专项管护经
费、新农村专项管护资金、乡村道路维养
经费、农饮水养护资金、公墓养护资金等
预算内专项管护经费，通过公开招投标与
江西水务集团合作签订10年共1.65亿元
的管护合同，水务集团委托润泉公司成立
广昌润泉维养管护公司作为第三方服务
公司，对新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
（高标准农田设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乡村道路及农村公墓实行“五位一体”建
后管护。

“我们整合了原有公司专业人员 62
人及 11 个乡镇水费收缴服务点，管护人
员达 200 余人，可以说这是一支有组织、
有制度、有技术、有服务站点的专业化管
护队伍。”陈凡自信满满。

“每个乡镇都有管护中心，镇下面会
设立村级管护站点，由镇为每个人制定工
作计划，对维养管护项目实施作业，遇到
突发情况工作量大时，我们会安排专业人
员和现场维养管护人员合理处理。”甘竹
维养所所长何三毛向记者介绍。

为保障市场化管护常态化开展，确保

高标准农田等设施真正实现“管得好、能
长久”，广昌县还制定了详细有效的考核
办法，实行“一月一巡查、一季一考核”，根
据考核得分核算管护经费，保障管护工作
落到位，有实效。

走在甘竹镇洙溪村的高标准农田沟
渠旁，远远望去有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
管护员好像在清理杂草，我向他跑去并
蹲下跟他聊天，魏先生说：“我今年 52 岁
了，不能干重活了，干这个工作，不耽误
自己家种地，还有固定收入，每个月 2000
多块钱，干得好再加 200 块的奖金，这个
钱够日常开支了，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已经很知足了。”

江西着力探索多种管护模式——

把高标准农田建好，更要管好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约
10 亿亩高标准农田，随着高标准农田建
设规模不断扩大，各类灌排渠道已超过
600万公里、田间道路超过1000万公里、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超过 2000 万处。这
些工程设施会随着使用强度和野外环境
条件变化老化损坏，需要及时修复。那
么，如何有效加强工程设施的管护，落
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质量和
管护机制也要到位，确保建一块成一
块”的重要指示精神，是一个新的时代
命题。

因高标准农田建设具有公益性、基
础性，无论“市场化”程度高低，其中“政
府积极作为”的成色都应该是明显的。
可以说，江西从“全政府托底”到“政府市
场协作”再到“市场化运作”为主，不断提
高社会化、市场化的分量比重，最终取得
了积极效果。

“科技+保险”的模式重点是发挥金
融保险的力量，将建后管护中的“维护”
工作交由金融保险机构负责处理，使传
统金融保险由“理赔给付”模式向“交付
服务”模式转变，实现了从“全政府托底”
到“政府市场协作”逐步向“市场化运作”
的转变。“五位一体”的模式则侧重于资
金、人员等资源整合，在当地政府的统筹

支持下，委托第三方服务主体实行市场
化运营，在“有为政府”的前提下，通过不
断强化“有效市场”的方式加强管护责任
落实，不断提高市场化分量，让管护工作
实现了公司化运营。

这两种模式，各有千秋，都是从当地
实际情况出发“量体裁衣”。其中，赣县
区因其发展势头足，金融活动活跃，政府
能够运用新增耕地指标交易政策、政策
性金融资金支持等相关政策，撬动金融
资本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实保险经
费来源，从而吸引了保险机构的参与。
而广昌县因其政府行政效能强、统筹力
度大，加之有良好的城乡供水一体化基
础，成熟的运营公司、专业化管护团队和
完善的考核机制，自上而下打通了县、乡
镇、村的管护路径，从而实现了资源整
合。可以说，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
生命力，但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各
地仍然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探索适合的
管护模式。

“量体裁衣”的创新总能实现各方共
赢，这也是我们不断改革求索的原因。
未来，不论采用何种管护模式，都应该以
人为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只有这样
才能让土地与农民实现“双向奔赴”，让
新的制度造福万千百姓。

“量体裁衣”才是破解之法
□□ 李金平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