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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聚焦

江苏灌云
高标准农田项目带动农民增收

江苏省灌云县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种养基地、休闲农业等有
机统筹，促进产业大融合，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综合利用效益，加
快了土地规模流转步伐，挖掘了农业产业扶贫效益，高标准农田项
目区共带动5000余户贫困户参与产业化经营，户均年增收2000元
以上。图为灌云县东王集镇元帮村扶贫产业园，党员志愿者在帮
助种植户收获火龙果。 吴正祥 摄

江西泰和
利用冬闲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近年来，江西省泰和县抢抓农田冬闲时节积极开展水利冬修，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土地旱涝保收，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助
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冬日农田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图为上模乡
油洲村，机械正在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作业。邓和平 摄

黑龙江鸭绿河农场
“大格田”促进农业节本增效

位于鸭绿河农场有限公司第六管理区52号地的农业科技示
范区，总投资 240.92 万元，建设面积 1000 亩，规划格田尺寸为
100×100米大格地块，示范区内建设有总长4.63公里的15条农渠
和排水沟道、1.47公里输水管道、3座集水池、13座退水闸。该工程
将于年底前完成建设任务。工程竣工后，农业科技示范区格田池
埂占地面积将减少20%，既增加了耕地面积，又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从而形成“大格田”“灌排结合”“沟渠相通”的大地块，为实现水
稻“清雪扣棚、苗床平整、播种、泡田整地、插秧、田间管理以及收
获”等生产环节100%全程机械化奠定了基础，促进农业节本增效，
农业新技术、农机新装备应用率将有显著提升。图为大马力拖拉
机在田间进行土地平整作业。 季大宇 摄

□□ 韦圣乾

“我们重新修建 9 个小锅坊，是想扩大规模
化生产，集中传承淋滩红糖的技艺，把‘赤特香’
这一品牌打响。”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隆兴镇
淋滩村，看到沿着赤水河旅游公路络绎不绝来村
里购买红糖的游客，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
任王茂应满脸喜悦地说。

地处赤水河畔的淋滩村地形、土壤、气候特
别适合甘蔗的生长，但甘蔗的生长需要水，品质
依赖水。该村遵循“不摊大饼，只蒸小笼”的思
路，夯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做活水文章，积极发
展红糖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今年山上的
山塘修好了，山下的甘蔗灌溉不缺水，甘蔗积累
的糖分越多，能压制的甘蔗汁也就越多，通过小
锅熬制甘蔗汁，把淋滩最古老的红糖品质风味保
存下来。熬制红糖，也把自己的传统技艺融入到

现代糖类制作的工艺中。
今年，全村有 22 户农户以股东的身份加入

村集体经济项目——习水县淋滩农副产品有限
公司，借助“赤特香”这一红糖品牌，户均年收益
2.58万元，并带动全村 200多户农户积极种植甘
蔗，年收入450多万元。

虽然靠近赤水河，淋滩村村名听起来也“水
味十足”，但淋滩人缺水的苦却难以道尽：农田水
利设施年久失修，工程老化，蓄水能力弱，灌溉面
积逐年下降，落后的水利设施不能满足农业生产
的需求，当地农业领域内许多特色产业没发挥规
模化、集约化效益，影响了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调
整和农民增收。为了对农田资源、水资源进行有
效利用，发挥经济作物的优势，2018 年，习水县
通过竞争立项，共争取资金1800万元，成为中央
财政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县。

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习水县结合各地水利

设施建设和产业灌溉用水需要，不断勘查调研，把
2018 年实施农田水利建设的区域划分为 5 个片
区。在隆兴镇片区，发现上湾等山塘水源充足稳
定，能满足农业灌溉工程建设要求。县水务局在隆
兴镇片区改造防渗工程2条，新建输水管道1000
米，维修大型山塘2座，设计灌溉面积1388亩，其中
节水灌溉600亩，灌溉甘蔗等经果林1000多亩。

水兴业旺。习水县水务局把项目建设与脱
贫攻坚帮扶工作纳入局党委中心工作，抽调专人
负责“小农水”工作，进驻项目一线，全程监督工
程实施，以早日解决淋滩村党支部发展村集体经
济用水问题。习水县是一个工程性缺水较为严
重的地区，因此从一开始就把节水灌溉和农业综
合水价格改革提上日程，该县成立农业综合水价
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农业灌溉用水的各
项工作，并从工程设计、修建、管理中着手，把工
夫花在工程设计前期和管理后期。

据习水县县水务局“小农水”管理中心刘厚云
介绍，沿着淋滩村山塘输水管道往下走可以发现
一块硕大的水表。安装水表，是为了控制山下的
灌溉用水需要。源头放多少水，什么时候放水，这
些要根据山下的灌溉面积和旱情情况来调节。

沙坝组村民袁明材对此深有感触，以前苦于
缺水，甘蔗收成不好。如今，他已经把 5 亩多地
全部用于种植甘蔗，加入村集体经济项目，在村
党支部的统一规划下“抱团发展”，预计今年收益
能达2万多元。

不仅要打好产业牌，还得做大旅游牌。作为
中国传统村落，淋滩村有淋滩渡口、淋滩驿站等
红色文化遗址。如今，淋滩村党支部正依托附近
土城镇的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旅游资源，按照

“支部规划+绿色融入+盘活资源”思路，配套推
出“红糖+红色文化”双红旅游发展模式，以达到
农业产业强，红色文化兴、居民收入富的目标。

□□ 陈章全 杨帆 崔勇 卢静 胡炎

东北平原是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内蒙
古、辽、吉、黑四省（区）黑土区耕地面积 2.78
亿亩，自上世纪50年代大规模开垦以来，由于
长期高强度利用，加之土壤侵蚀，导致土地退
化，严重影响东北地区农业持续发展。为加
强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2015年，原农业部启
动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我
们深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辽源市东丰
县，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辽阳市灯塔市，围
绕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实施情况开
展调研。

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成
效初显

2015—2017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15 亿
元，在东北 4 省（区）的 17 个县开展东北黑土
地保护利用试点，每县实施面积10万亩，按照
同一地块连续实施 3年原则，累计实施 510万
亩（实际保护利用面积 170 万亩）。2018 年中
央财政加大对黑土地保护工作支持力度，将
试点转为项目，实施项目县增至 32 个。2019
年中央继续安排财政资金 8 亿元，支持这 32
个县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此次调研的
4 个县中，吉林省宁江区、辽宁省铁岭县为整
建制推进项目县，每县安排中央财政资金
4000 万元、示范面积 50 万亩；辽宁省灯塔市、
吉林省东丰县为新增项目县，每县安排中央
财政资金 2000万元、示范面积 20万亩。各项
目县按照同一地块连续实施3年原则执行。

促进各级政府重视黑土地保护利用工
作。2017 年，经国务院同意，原农业部、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原环境保护
部、水利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东北黑土地
保护规划纲要（2017－2030年）》，规划到2030
年，实施黑土地保护面积 2.5 亿亩。2018 年，
吉林省发布了《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使
全省黑土地保护有了法律依据；黑龙江省政
府办公厅出台了《黑龙江省黑土耕地保护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到2020年
落实国家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面积420万亩。

探索了多种保护利用的实用模式。利用
三年试点，各级农业部门会同科研、教学单位
指导 17 个项目县，形成了 3 个旱田、1 个水田
主推技术模式。一是第三积温带以北质地粘
重黑土，米-豆-豆轮作培肥模式。二是西部
干旱半干旱丘陵漫岗区薄层黑土，米-豆轮作
培肥模式。三是平原区，玉米连作黑土保护
培肥模式。四是稻田黑土培肥模式。

促进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秸秆还
田和施用堆沤肥是黑土地保护利用的两大主
要技术措施。四省（区）共完成秸秆还田 238

万亩，施用堆沤肥 269 万亩，2018 年宁江区推
广应用畜禽粪便堆沤有机肥 2000 余亩，利用
畜禽粪便资源2025立方米。东丰县推广应用
秸秆与畜禽粪便堆沤腐熟技术7万余亩，利用
畜禽粪便资源 35500 立方米。既解决了大量
秸秆和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难问题，又促进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户对这两项措施
实施效果非常满意。

带动种植大户保护利用行动。项目县围
绕技术模式实施内容，遴选农民合作社、种植
大户作为实施主体承担秸秆还田、施有机肥
等任务。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培养实施主体
黑土地保护意识，看清技术措施的实施效果，
利用实施主体影响、带动周边农户。

探索了保护利用运行机制。初步构建起
政府部门牵头、技术服务保障、各类主体参
与、示范带动的工作机制。调研4县都成立由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推进落实小组，
政府牵头，协调落实人财物等，把任务和工作
分解到乡镇、细化到田块、落实到主体,并监督
实施。

另外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黑土
地保护利用存在宣传不到位、相关政策统筹
实施不够、区域间相同措施补助标准差别大
以及地方财政无投入且中央资金存在挪用风
险等情况。

群策群力全面推进黑土地保
护利用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功能
区，粮食产量和商品量都占全国 1/4，调出量

占全国 1/3，因此，保护利用好黑土地对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意义非
凡。以《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
2030 年）》为指导，以目前已有多项相关政策
为抓手，加强舆论宣传、模式总结、政策协同、
过程管控、法制建设，扎实推进东北黑土地保
护利用工作。

加强舆论宣传，促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种养循环、种地养地是我国传统农业精髓，绿
色发展理念深深根植于传统农业中。充分利
用多种媒体、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把中央对
绿色发展的要求、传统农业的经验积累、黑土
地退化的危害，向基层干部群众讲清楚、讲透
彻，把近年来推进绿色发展实施的政策及取
得的成效讲全面、讲明白，把黑土地保护利用
相关技术措施及组合模式培训到人、落实到
位，引导基层干部群众把黑土地保护利用变
为自觉行动。基层土肥部门可以借鉴测土配
方施肥项目发放施肥建议卡，提高技术覆盖
率的做法，结合东北地区正在实施的秸秆禁
烧，在秋收季节到来前，面向广大农户发放明
白纸，在村委会公告栏上张贴，宣传绿色发展
和黑土地保护利用的理念、技术模式。与农
户算好生态账和经济账，秸秆还田既能实现
秸秆禁烧保护生态，又能节本增效培肥地力，
一举多得，引导农户从思想上自愿实施保护
利用技术模式，实现相关措施的可持续。

加强模式总结，推广高效易学技术模
式。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技术模式着重
以多项措施组装集成，切实做到改土增效绿
色发展。但相关模式要持续推广，关键是群

众是否接受并自愿应用，核心是技术是否高
效易学和可增收。按照“可复制、易推广、升
地力、增收益”原则，深入梳理总结各种技术
模式五年来在 32 个县实施情况，以现有 4 种
主推模式为重点，其他模式为补充，分析各种
模式与农艺结合、与农时配合、与农机配套等
优劣，改土增肥、节本增效的成效与做法，筛
选出不同区域主推模式，加快推进黑土地保
护利用工作。

加强政策协同，形成黑土地保护利用合
力。以《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
2030 年）》为指导，依据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
主推模式，按照“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的
原则，加强耕地地力补贴、深松深耕、秸秆还
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化肥、
轮作休耕、黑土地利用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
等已有项目的统筹，集中连片统筹制定实施
方案，明确不同政策实施的重点内容，协同实
施，形成黑土地保护利用合力。在补贴资金
发放上，除高标准农田建设按照工程建设资
金管理外，其他补贴到农户资金，可以学习欧
盟国家做法，充分利用遥感等技术手段核查
核实，与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任务挂钩，采取
完成相关任务验收合格后再发放补贴。同
时，加强黑土地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经营
政策的引导，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及
黑土地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土地收益，
促进保护利用。

加强过程管控，防范项目实施风险。一是
农、财两部按照“大专项加项目清单”方式下达
年度任务和资金时，明确要求黑土地保护利用
任务和补贴资金发放挂钩落实。二是市县农
业农村部门要强化实施项目过程监督（信息
化），也可以借鉴灯塔市尝试引入工程项目监
理做法，加强项目实施全过程监控，防止弄虚
作假、偷工减料，保质保量完成治理任务。三
是统筹制定单项措施补贴标准，确保相邻相似
地区补贴标准相对一致，防止人为抬高补助标
准，防范利益交换等腐败风险。同时，加强审
计监督，防止资金跑冒滴漏。加强项目资金使
用审计，农、财两部门定期组织资金使用调度
与督查，防止资金挪用、乱用风险。

加强法制建设，提升黑土地保护利用法
制化水平。借鉴黑龙江和吉林省做法，加强
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法制建设。以法规方式针
对不同区域的自然生态特点，提出保护重点；
对黑土地保护规划、技术标准、监测和评价等
内容做出明确规定；明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的主体责任和考核评价制度；明确土地承
包者、经营者的保护责任，对违法行为做出处
罚规定。

（作者单位系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
司、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

保护黑土地 确保可持续
——来自辽宁吉林两省四县的调研报告

贵州习水：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推动产业发展

大型配套农机具在内蒙古阿荣旗长发项目区进行“黑土地秸秆二次粉碎+深翻深
混”作业。 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提供

□□ 何少波

湖南省双牌县在建设高标准农田过程中，跳
出农田建农田，着眼旅游建农田，涌现了桐子坳
村、廖家村、永岚现代农业产业园等一批农旅融
合示范点，打造了“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区”“全省
旅游产业发展十佳县”“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
县”等品牌，以“三个三”的工作方针点出了乡村
工作的新态势。

首先是突出三个统筹。一是统筹策划规
划。以“果园变公园、农道变游道、农区变景
区、产品变商品”搞规划，实行高标准农田建设
与旅游开发的深度融合。2018 年，该县实施了
茶林桐子坳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集渠道衬砌
防渗、田间道路、河岸护坡和观光道路于一身，
实现了农业建设即旅游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桐
子坳旅游开发。桐子坳村在全国生态文化村、

全省特色旅游名村、全省美丽宜居村庄、全省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的基础上，成功跻身国家
4A 级景区。二是统筹包装打造。精准定位，突
出特色，避免“千篇一律”，不做“同质竞争”，形
成了以银杏资源和四季花海为主的桐子坳乡村
旅游综合体，以特色农业和观光农业为主的永
岚现代农业产业园，以生态采摘、休闲观光为
主的廖家村百香果产业特色基地。三是统筹项
目建设。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主体，整合旅
游、农业、水利、国土等部门的政策向项目倾
斜，集中资源办大事。2018 年永连公路沿线 10
个村试点片区农旅融合点建设涵盖了 16 个部
门 64个项目，资金总额 9000万元。

其次是强化三个推动。一是推动土地使用
集约化。在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
权分置”基础上，大力推行现代农业产业园、生态
休闲观光园、美丽幸福新家园“三园”建设（简称

“三分三合”），采用先流转集中、后招商开发的预
流转模式加快土地集约。如今全县发展“三分三
合”产业示范基地40余个，流转耕地5.2万余亩、
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36%。泷泊镇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建设高标准农田1.2万亩，涵盖了永岚现
代农业产业园、国际慢城等农旅融合示范点。二
是推动资金保障多元化。着力构建银行融资、财
政整合、民间投入的多方投入机制。泷泊镇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资 2261.42 万元，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 1534 万元、省级财政配套资金 431.44
万元、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295.8万元。三是推动
项目建设优质化。把项目建设指挥部设在项目
区，实行项目建设一线指挥、一线服务、一线监
管，严把工程开工关、原材料质量关、施工工序
关、工程进度关，确保工程质量。

第三是增强三项动能。一是政策促动。相
继出台了《双牌县乡村旅游区（点）评定和管理实

施方案》《双牌县两型精品民宿评定和管理实施
方案》等政策文件，对有规模、有成效的农旅融合
点予以资金奖补，并在项目安排以及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二是产业驱动。以旅
游为导向，以产业为基础，加快产品农业向观光
农业、休闲农业发展。目前全县初步构筑了135
产业带，上规模示范基地 39 个，水果基地达 4.2
万亩，省级示范园永岚产业园香芋1000亩、白莲
500亩、猕猴桃500亩，培育双牌金蕊实业有限公
司等 3 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459家，“三品一标”认证产品35个。三是利益联
动。推行“旅游+公司+农户”“乡村体验+基地”
等发展模式，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群
众分享农旅结合红利。2018 年，桐子坳村民通
过门票分成、古银杏树租赁、土地流转，开办农家
乐民宿、销售土特产、提供劳务等六条途径增收
达490余万元，人均8000多元。

湖南双牌：高标准农田建设做活农旅结合文章

山东陵城区宋家镇
粉垄深耕技术助力产业振兴

今年以来，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宋家镇积极在土地利用上做
文章、求突破，通过招才引智，引进了广西农业科学院韦本辉团队
及其发明的粉垄深耕技术，减少种植成本，增加作物产量，助力乡
村产业振兴。

据了解，粉垄深耕技术开创了“超深耕深松不乱土层且一次性
完成整地任务”耕作先河，可活化土地和土壤资源，并带动天然降
水的增贮和太阳光能的高效利用，形成增产、提质、保水、生态“四
位一体”定力，还能应用于盐碱地、退化草原改造等。近 10年来，
经全国多地进行实打验收对比，小米、玉米等传统农作物，利用粉
垄技术可增产20%-30%。

据悉，宋家镇已流转1000亩耕地用作粉垄深耕技术成果转化
示范推广，该基地是山东省目前首个成规模的粉垄深耕示范基
地。今年 9月，宋家镇农科小院暨粉垄深耕技术成果转化基地揭
牌，宋家镇与广西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签定科技合作框架
协议。10月，宋家镇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签定了科技合
作协议，充分利用南京土壤研究所优质耕作层工程化快速构建技
术在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支撑、突破和带动作
用，积极促进宋家镇农业增产增收。

目前，作为山东省省级创业乡镇，宋家镇粉垄深耕技术成果转
化基地有粉垄技术灌溉示范田、传统种植灌溉示范田、粉垄技术不
灌溉示范田、传统种植不灌溉示范田。下一步，宋家镇将充分利用
南京土壤研究所优质耕作层工程化快速构建技术在发展现代农业
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突破性成果，将粉垄深耕技术在全镇全
面推广，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王砚才 本报记者 胡明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