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金平

7月中旬，在湖南粮食主产区益阳市
南县，17.5万亩早稻开镰收割。金黄的稻
浪随风起伏，远处几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里
忙碌穿梭，开展早稻抢收、秸秆粉碎回田
作业，一派繁忙的收获景象。

丰收总是来之不易，今年6至7月，正
值“早稻抢收，晚稻抢种”的关键时节，该
县遭遇强降雨侵袭，部分农田出现少许积
水。在南县明山头镇丰安坝村双季稻生
产千亩示范片，2024年3月新建成的1050
亩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大显身手”，真
正做到了“涝能排”。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平时管护
工作，农田排涝设施健全，农田积水及时
排出，并未对今年的‘双抢’造成很大的影
响。”南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服务中心
主任薛向阳告诉记者。

南县种植大户周国旗今年承包了
150亩农田种植双季稻，他说：“早稻收割
后，第二天就翻耕，7 月底基本能完成晚

稻种植，现在农田有灌排设施，旱涝都不
怕了。”

为了确保收割后的早稻颗粒归仓，粮
食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做好烘干和仓储
工作。薛向阳表示，经过农业部门测产，
南县早稻亩产达到了550公斤，比去年增
产100公斤。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排水沟渠畅通
了，雨停后两个小时积水就全部排完了，
对比未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区域，排水
速度提高了2至3倍。”南县中鱼口镇白吟
浪村支部书记吴美珍告诉记者，目前该村
建成了 2600 亩高标准农田，今年主动向
县里提交了申请，建议将全村剩余的
2800亩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全村有稻虾共养面积4000多亩，通
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平整了，地力提
升了，水稻产量提升了，虾的品质也在逐
年提高，老百姓的收益比前些年翻了一
番，亩均产值 3000至 4000元。”吴美珍补
充道。

要想让高标准农田在旱涝关键时节

发挥效用，建设质量高是基础，后续管护
工作做得好更是关键。薛向阳介绍，南县
在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方面提出了三个

“管”的要求，即明确责任“管”，把工程所
有权、管护权移交给受益对象，建立管护
体系，做到有专班、有专人。健全机制

“管”，2019年以来，县财政每年安排90万
元设立工程管护基金，对工程实行动态巡
查、过程监督，做到有制度、有保障。检查
倒逼“管”。每年对已建成的项目区工程
管护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将管护情况与
所在乡镇的涉农项目安排直接挂钩，倒逼
管护工作落实到位。

对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吴美珍有切
身的感受：“在汛期来临之前，村里专门负
责高标准农田管护的村干部组织各村民
小组组长增加了农田巡查次数，排查渠道
淤积、泵站损坏的情况，及时清理了沟渠
内杂草，确保了后期雨水能及时排出。”

良田搭配良技，丰收有底气。连续
暴雨后，县里及时邀请农技专家对农户
进行田间技术指导。“暴雨后的病虫害防

治和科学施肥对水稻生长至关重要，我
们统一在镇里下发了技术指导意见，一
定程度上减轻了汛情对农作物生长的影
响，降低了暴雨过后病虫害的发生概
率。”中鱼口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
艺师刘军说。

目前处于再生稻、早播一季稻抽穗扬
花期，该县农技专家对高温天气下水稻的
科学灌溉提出了技术指导：在抽穗前后
15 天和孕穗期的一季中稻，保持田间水
层在5至10厘米，以降低田间小气候温度
2℃至3℃，减轻热害。有条件的地方采取
流水灌溉或者昼灌夜排，效果更好，对缺水
干旱的田块，要及早提水灌溉，增加田间湿
度，防止干旱与高温热害叠加影响。

南县作为 2023年湖南省唯一的整区
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县，已打造出
金之香“共建优管”基地等高标准农田示
范片。2024 年南县将新建和改造提升
21.48万亩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强化示范
引领作用，积极打造特色亮点样板区，进
一步为粮食丰收贡献农田力量。

湖南南县：良田配良技，丰收有底气

□□ 韩立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岳海兴

8 月的黑龙江，处处显示着一片生
机。目前，全省玉米已经进入抽雄吐丝
期，大豆普遍处于盛花期至始荚期，水稻
普遍处于孕穗末期至抽穗期。

2024 年年初以来，黑龙江省以建设
高标准农田为抓手，助力新一轮千亿斤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全省累计完成高标准农
田建设1.08亿亩，今年新建1400万亩。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汛
情之下，高标准农田表现怎么样？记者走
进逊克县松树沟乡二龙村大豆地，大豆株
高已到腰部，进入到结荚期。“近期的持续
降雨，导致许多地方的农作物受灾。而在
我们这儿，持续降雨并没有给农作物造成
多大损失，因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内沟渠
相通，排水通畅，积水当天就能排得出。”
二龙村支部书记高洪丽说。

逊克县位于漫川漫岗区，耕地丘陵漫

岗占比高，现有农田基础设施配套率低，
部分田间道路、农田水利设施等工程连通
性差。因此，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设计过程
中，要采取科学布置耕作田块，提高田块
归并程度，实现耕作田块相对集中、田面
平整，逐步增加耕地有效种植面积，建好
排水工程，解决机耕、运输道路不畅等问
题。今年逊克县实施增发国债项目 21.5
万亩。通过项目建设，全县农田灌排体系
持续优化，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昔
日地块零散、产出低下的“望天田”变成了
成方连片、效益倍增的“高产田”。

在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有限公司第
九管理区，一望无际的稻田地里，正值水
稻扬花抽穗时期，风吹过，飘出阵阵稻花
香气。

该公司第九管理区农业副主任马
健介绍，这段时期雨水大，种植户们正
积极利用高标准农田项目建成的防汛
设施，及时有效排出田间积水，帮助水
稻根系的健康发育，增强水稻的抗逆能

力。今年以来，前锋农场围绕“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把高标准农田
建设作为提升粮食综合产能的重要举
措，推行“党建+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模式，以党建引领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
带为重点，引领释放“红色生产力”，筑
牢粮食安全根基。

2024 年，前锋农场增发国债项目高
标准农田建设投资 2.7 亿元，建设 11 万
亩，分布在 8个管理区，共 17个标段。项
目落成后，真正实现了“田成方、林成网、
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现代
化良田。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负责人左
仲山说，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关键防汛
阶段，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我
们已经建设了众多桥涵、节制闸，进行了
沟渠疏浚作业。这些措施在汛期发挥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有效地抵御了洪涝
灾害的侵袭，为农业生产创造了相对稳定
的环境，从而在保障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走进宝清县七星泡镇西太村，村民
岳发兴正在查看玉米的长势。绿油油的
玉米，主干粗壮，叶子碧绿，已进入抽雄
吐丝期。

“原来春播时，田间土路机械都进不
去，秋收时拉粮车经常陷在泥里，一耽搁
就是一天。现在好了，土地成片，田间机
耕道路路相通，都是机械化作业，从种到
收省时省力。我今年种的 120 亩玉米全
在高标农田项目区内，前期降雨很大，但
是没有受到内涝影响，玉米地旱能浇、涝
能排，高温干旱不受影响。高标准农田项
目的实施，不仅提高了效益，更坚定了我
们的种植信心。”岳发兴高兴地说。

宝清县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提高
粮食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举
措，坚持建设和管护并重、数量和质量齐
升，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真正实现高标
准、高质量、高效益。全县县属永久基本
农田254.36万亩，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95.8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77%。

黑龙江：汛情之下高标准农田“显身手”

近年来，安徽省宿松农垦华阳河农场积极推进基本农田建设，通过土地整治，
建成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的高标准农田，助力粮
食增产增收。图为近日，华阳河农场高标准农田里，大风车、道路与农机作业相映
成景，美如画卷。 李龙 摄

安徽华阳河农场
高标准农田助力粮食增产丰收

编者按：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旱涝并发、旱涝急转特征明显，已导致部分农田受损，农作物受灾。近
日，记者深入各地采访，了解高标准农田在防灾抗灾减灾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栏目特刊出黑龙江、湖南、河北等地
的经验做法，展现高标准农田在旱涝保收、高产稳产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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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旱夺丰收防汛抗旱夺丰收土壤三普在行动

目前，江苏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内业检测进度已接近 90%。为做好
即将全面开展的内业数据审核和成果
汇总等工作，做到要求明确、标准统
一，近日，江苏省举办了内业数据审核
与成果汇总技术培训，邀请了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技术专家组内业和平台
技术组副组长以及省内专家等介绍内
业数据审核要求与方法、县级成果汇
总整体要求、试点县数据审核与成果
汇总经验等。同时，为做好近期工作
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强化认识，切实
抓好内业数据审核。内业数据是成果
汇总的重要基础，要建立一支专业的
数据审核队伍，以超出阈值的数据和
易出问题的指标为重点做好数据审核
和整改，确保数据真实可靠，保障土壤
普 查 成 果 的 代 表 性 、科 学 性 和 准 确

性。二是注重统筹，抓紧做好成果汇
总准备。普查目的不是形成一堆图件
报告束之高阁，而是在于有用。要做
好总体谋划、做好基础资料准备、保障
好数据安全，形成能够指导农业生产、
保障粮食安全的土壤普查成果。三是
把握关键，有效实施项目管理。要综
合考量服务提供机构承担任务的能
力，尽快完成成果汇总招标采购等各
项工作。此次培训班由扬州大学承
办，扬州大学、扬州市农业农村局、省
农业农村厅耕地质量处、省耕地质量
与农业环境保护站等单位负责同志参
加，各市、县（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内业数据审核和成果汇总负责人、技
术依托单位相关人员等 250 余人参加
了培训。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供稿

江苏省举办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内业
数据审核与成果汇总技术培训

□□ 闫丽静 尚子琪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金平

驱车行至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放眼
望去，绿油油的玉米正茁壮成长，已有1.5
米高，田间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作为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农业综合开发重
点县、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县，任泽区
全域耕地面积 45.6万亩，小麦、玉米常年
播种面积稳定在77万亩。

2024 年的任泽，直到 7 月才迎来雨
季。若是在以前，雨水迟迟下不来，必将
影响当地农业生产。但 2011 年以来，任
泽区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让越来越
多的“望天田”变成了“高产田”。

旱涝有方
农民不再“望天收”

曾经的任泽，到处是田埂土路，每到
农忙时节，农机车辆下地作业难，农业生
产效率不高。“高标准农田，‘高’在哪里？
建成之后跟现在有什么变化吗？”在高标
准农田推进之初，农户们总是有这样或那
样的疑问。“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
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任泽区农业
农村局局长贾峰给出了解释。

自2011年起，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泽区累计实施了 21 个高标准农田项
目，共建设高标准农田 36.8万亩，占全区
耕地面积的80%。此外，任泽区也十分重
视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在全区大力推广
节水灌溉项目，亩均节约用水量 20立方
米左右，也简化了田间管理，重点节约了
灌溉用工工时，每亩地浇一次可节省用工
费30元。

“眼前这片高标准农田有1800亩，你
看地里的那些设备！”循着贾峰手指的方
向，绿意盎然的田野阡陌纵横。据他介
绍，从 2018年起，任泽区亩均投资 800元

至 1500元，更新机井水泵、泵管等设施，
安装田间喷灌等小型设备，有效提升了灌
溉效率，实现了高效节水。截至目前，任
泽区实现节水灌溉面积 35万亩，占耕地
面积的比例近八成。农田水利灌溉设施
的完善，解决了旱地灌溉问题，农户再也
不用“等雨来”，只需要依照季节时令播种
作物，省心多了。

任泽区澧湾农作物种植合作社的种
粮大户赵孟辉以他种植的小麦为例：“这
个旱期这些喷灌设备帮了大忙。土渠变
成光面渠，田里建了提灌站、出水口。浇
水时，1个人就能管 1500亩小麦，再也不
用没日没夜地守着了。”赵孟辉告诉记者，
喷灌不仅耗时短且作业时间灵活，可以根
据土壤墒情灵活调配，亩均灌溉用水由
60立方米降至 30立方米以下，小麦种植
成本每亩减少200多元。

当前，任泽区正处于雨季，防范农田
内涝仍是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我
们组织储备并维护应急排涝水泵 60 台
套，确保涝灾发生后第一时间投入排涝，
确保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贾峰介绍
说，任泽区还组建了大田农作物、蔬菜、
畜牧养殖、农村基础设施等 4 个救灾专
项小组，安排相关技术人员深入到田间
地头、养殖场（户）开展现场指导，做好灾
情统计、技术指导、资金争取和督导协调
等工作。

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有效增强了农
田抗灾减灾能力。近年来，任泽区农田受
灾面积显著减少。据统计，高标准农田项
目区的粮食产能平均提高10%，亩均粮食
产量提高100公斤，能够实现“一季千斤，
两季吨粮”的目标。

科学管理
高标准带来高效益

抢农时、赶进度，今年任泽区夏粮丰

收、小麦增产，全区秋粮播种面积约 39
万亩。目前，秋粮长势总体良好，各地各
部门正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

眼下，玉米进入管理期，也是病虫害
防治的关键期。在赵孟辉的高标准农田
里，成片的玉米长势喜人。伴随着一阵
阵旋翼转动的声音，农用植保无人机在
操作人员的控制下腾空而起，在玉米地
上空来回穿梭，一道道“药雾”均匀喷洒
在田间。

“建成高标准农田后，土地集中连片
了，一台无人机一天能喷洒农药 1000 亩
到 1500 亩，效率比以前大大提高了。除
此之外，通过水肥一体化和高空昆虫控
诱设备，基本实现了田间苗情、病情、虫
情、墒情的监测和施肥灌溉的控制。”赵
孟辉高兴地说，原来浇地得自己花钱安
装水泵、扯管子、雇人工，现在建成了高
标准农田，政府把井打好，配备有水泵，
再加上先进的喷灌设备，一个人就能管
理好一大片田，省力又省钱。

“目前，我们计划在澧湾农作物种植
合作社的南边，建设一个核心示范区，位
置大概在西固城镇路一、路二、路三村，
推广使用地埋自动伸缩式喷灌、指针式
喷灌、智能灌溉机器人等更先进的喷灌
设备，让农户在手机上就可以实现灌溉
操作，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水流量大小
和速度、喷头高度和角度等，进一步提升
智能化水平，提高农田管理效率。”任泽
区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办公室负责人李
鑫表示。

地力提升
让“粮田”变“良田”

除了解决灌排难题，方便田间管理
外，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田间道路的建
设，让外地客商能够直接到田间地头收
购，减少了流通环节的交易成本；耕地地

力的提升，可以充分发挥复合种植的优
势，增加了亩均收益，这些改变都增加了
农户们的种植效益。

“以前麦子收了以后要拉去晾晒，等
播种完了再拉到收购点卖掉。”家住任泽
区任城镇北甘寨村种粮大户武书申种了
200 亩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与之前
自己开车送往收购点相比，现在收购商
直接来到田间地头，这一车粮食大约能
省 20块钱油钱。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有看得见的
水渠、道路，也体现在耕地质量保护与
提升方面。”在任泽区一家合作社的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田里，一簇簇饱满
密实的豆苗映入眼帘。“这种‘2 行玉
米、3 行黄豆或 4 行玉米、8 行黄豆’的高
矮间作种植模式，可以充分发挥玉米边
行效应和大豆固氮养地作用，最大限度
地利用土地资源，从而实现‘玉米不减
产，多收一季豆’的稳产增收目标。”贾峰
告诉记者。

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通过增施生物有
机肥，改善了土壤理化性，提升了耕地质
量，再进一步配合翻耕深耕、秸秆还田、
新技术品种引进推广等工程农艺措施，
效果显著。据任泽区农业农村局预计，
小麦、玉米亩均将增产 100余公斤，按 2.5
元/公斤计算，亩均增产效益 250余元。

今年以来，任泽区积极推广复合
种植，全域共完成玉米大豆带状复合
种 植 1.2 万 亩 ，下 一 步 将 继 续 采 取 良
种、配方施肥、适度密植、科学控旺、适
时收获等农技措施，助力农业提效、农
民增收。

农田建设标准高了，土地产出提高
了，种地收入也增加了。当“望天田”变
成“高产田”，农民动起来，农田也忙起来
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生态化发展势
头势不可挡。

河北邢台任泽区：农田升级，旱涝无忧

□□ 孔学姣

近日，笔者从河南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在高标准农田领域，河南省已制定发
布《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高标准农田
气象保障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 7 项地
方标准，为粮食高产稳产打下坚实基
础。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补齐农
业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农田防灾、抗灾、
减灾能力，必须有科学适宜的标准作支
撑。河南省一系列地方标准的出台，对
于规范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活动，夯实
高标准农田建设基础，支撑粮食生产安
全，增加农民收入，实现投入产出效益最
大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将全省划分为 2
个一级区、9个二级区，详细规定了农田
基础设施和农田地力提升的建设内容和

技术指标，明确了相关管理要求。《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气象保障能力建设规范》

《高标准农田气象保障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两项标准，则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
象保障建设任务落实、高标准农田产能
效益发挥提供了遵循，也为各级政府和
决策部门建设高标准农田气象保障能力
提升工程、开展气象为农服务提供了参
考。近年来，河南省持续推动标准河南
建设，不断优化标准供给、健全标准
体系。

目前，全省覆盖三个产业和社会事
业各领域的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地方标
准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结构更加合理、质
量明显提升、适用性显著提高。标准制
定与各部门联系更加紧密，地方标准成
为各部门履行管理职责、服务行业发展
的重要技术支撑。

资讯

河南
发布7项高标准农田建设地方标准

□□ 王春孝 张文兴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盛夏时节，走进内蒙古兴安盟扎赉
特旗巴彦高勒镇兴盛村玉米田间，一块
块耕地井然有序，一排排绿油油的玉米
苗生机勃勃。看着集中连片长势喜人的
玉米，村民姚雪明乐得合不拢嘴。“我家
种了 150亩地，铺滴灌管 120多亩，我自
己很省心省力地就能照看过来，都能精
准地施肥。”姚雪明说。

让姚雪明种地省心的原因正是扎赉
特旗如火如荼开展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田成方、路成网、渠相连……集中连片的
农田绵延不绝。高标准农田现场施工负
责人罗文兵告诉记者，该项工程提升了
农田的防洪排涝能力，增强了农田的抗
旱抗灾能力，更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
更加稳定、肥沃的土壤环境。

2023 年 5 月，扎赉特旗获批全国首
批、全自治区唯一整县级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试点。2023 年至 2027 年建设总

任务是 423万亩，包括新建 305.36万亩、
改造提升 117.64万亩。2024年，扎赉特
旗计划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120.06 万
亩，其中增发国债项目是 80.64万亩，主
要包括新建78.88万亩、改造提升1.76万
亩，涉及6个苏木乡镇、59个嘎查村。“建
成高标准农田以后，耕地质量更高，田坎
更加方正，地也更平整，有利于机械化作
业。相比以前，每亩地节约 80 元左右，
我们多种粮、种好粮的信心更加足了。”
姚雪明告诉记者。

“项目建成后农田的灌溉能力有效
改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粮食
增产达到 10%~20%，亩均粮食产量提升
近 200 斤，同时也促进耕地质量得到提
升。下一步，扎赉特旗农牧和科技局将
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管护办法，确
保高标准农田建成后有人管，有人护，发
挥长久效益，激发农民种田积极性，进一
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让老百姓增
收致富。”扎赉特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
薛海表示。

内蒙古扎赉特旗
农田高标准 种粮降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