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地质量监测技术规程》正式发布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耕地质量关系着我国粮食安全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是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耕地质量
监测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重要内容。我国耕地质量监测工作
始于 20世纪 80年代，现有国家级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 1344
个，已连续15年发布耕地质量监测年度报告，为各级政府制定耕地
质量保护与粮食安全政策、指导农业生产等提供了重要决策支
持。近日，由农业农村部修订的《耕地质量监测技术规程》（NY/T
1119-2019）正式发布，将有助于全面提升各级耕地质量监测保护
机构工作能力和水平，助力耕地质量保护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据了解，本次标准修订工作重点聚焦监测点设置、监测功能区
划分、补充监测内容等3个方面，进一步规范了监测关键环节技术
内容。

在监测点设置方面，为保证监测点的稳定性、监测数据的连续
性，要求综合考虑土壤类型、种植制度、地力水平、耕地环境状况和
管理水平等因素，参考有关规划将监测点设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等有代表性的地块
上，保障监测工作持续稳定开展。

在监测功能区的划分方面，提出建设监测“三区四情两牌一
网”模式，即自动监测功能区、耕地质量监测功能区、培肥改良试验
监测功能区。其中，自动监测功能区配备田间管理自动监测设施
设备，通过物联网系统实现集中展示；耕地质量监测功能区设置长
期不施肥区、当年不施肥区、常规施肥区；培肥改良试验监测功能
区可因地制宜设置培肥、改良、综合治理试验。同时，为便于国家
级耕地质量监测点的统一管理与形象展示，增设了耕地质量监测
点标识牌和展示牌式样，介绍监测点基本情况以及主推技术等内
容。“三区四情两牌一网”模式，实现地情、墒情、肥情、环情综合监
测，达到“一点多用，综合服务”的目标。

在核心监测内容方面，紧扣耕地质量概念，完善优化耕地质量
监测指标体系，选择能够表示耕地地力、田间基础设施和土壤健康
状况 3个方面的监测指标，在监测耕地土壤耕层厚度、容重、土壤
pH、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等土壤理化指标基础上，补充监
测土壤物理性状指标（紧实度、水稳性大团聚体）、土壤生物性状指
标（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和土壤健康指标（铬、镉、铅、汞、砷、铜、锌、
镍）。在此基础上，针对区域耕地质量突出问题，在五年监测内容中
增加部分补充性监测指标，如阳离子交换量、土壤还原性物质总量
等。要求土壤样品送具备相关检测资质的检验机构集中检测。

据了解，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结合《耕地质量监测技术规程》
的发布实施，做好标准宣贯和培训，进一步完善耕地质量监测网
络，为促进耕地资源永续利用、实现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和“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胡明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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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彦章 本报记者 马玉

“还是那片山，还是那样旱，但发展有机旱
作农业和智慧农业，这块投多产少的黄土地，
像施了魔法，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初夏时
节，山西省吉县文城乡祖庄村村民白云福对记
者说。

祖庄村干旱少雨，地理条件差。从 2014年
起，村里仅有的几户人家陆续搬迁到临近的大疙
瘩村谋求生计，村子在人口外流后渐渐凋敝。

村民向外走，有人却逆行。2017年，山西壶
口有机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朝辉来到这个村，
承包下1000余亩地开始种苹果。

对此，他解释说，选中这个村就是因为村民
心里的那处痛点：干旱少雨。而让他就此迎难而
上的信心，一方面源于公司一直致力于有机旱作
农业的研究和开发，一方面基于对当地苹果产业
提档升级发展趋势的把握。

吉县适宜苹果种植，被农业农村部果树专家
评为全国苹果最佳优生区之一。当地人种植苹
果的历史也很久远，目前苹果栽植面积达 28万
亩，“壶口苹果”名声在外。而在农业现代化的大
潮中，果园生产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产业升级势

在必行。
打造“智慧果园”，并作为带动吉县苹果产业

升级的一块试验田。2017年，占地面积 1059亩
的祖庄果园应运而生。

立“智”从有机旱作开始

目睹过苹果价格过山车式的涨落，了解了消
费市场筛选出的有机理念，结合少雨缺水的种植
条件，杨朝辉瞄准了有机旱作农业。

从果园选址时起，杨朝辉就谋划着将有机种
植一以贯之。“祖庄村区域相对封闭，周边生态环
境好，适合有机旱作农业。”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苹果种植中，
祖庄果园推行减密间伐、有机化生产，推广使用
生物有机肥，杜绝使用化学农药和化学肥料，养
分依靠沼液、沼渣，病虫害防治借助物理防治、生
物防治。

在种植模式上，祖庄果园采取生态立体种
植。“树下种植油菜花，可以吸引瓢虫抑制蚜虫减
少危害果树。通过除草机粉碎回田，花草为土壤
提供了天然有机肥料。”公司技术总监王秀军娓
娓道来。

2020年，在地力质量提升技术、农水集约增

效利用技术、绿色清洁生产循环技术、新品种新
产品引进适用技术的配套使用下，三年生的乔化
稀植果园建成。

有机旱作农业，节水是关键。少雨缺水决定
了果园必须在节水技术上动脑筋。

在通往果园的路上，杨朝辉专门设计了中间
低两边高、便于雨水收集的路面。并在拐弯或坡
路较长的路段设有旱水池、软体水窖等集雨蓄水
设施，有效解决了山区果园的缺水难题。

“果树密度小了，数量降了，但品质和价格上
去了，有机品牌的价值彰显。”杨朝辉说。

智能技术升级智慧农业

行走在群山环绕的果园里，四周植被丰茂，
蜂飞蝶舞，花香扑鼻。

细看下，自然景致深处流露着现代化农业的
新气象。

在蓄水池、地块、有机肥堆沤处铺设的数据
信息采集传感器，将酸碱值、水分、温度等数据自
动传入信息采集平台。然后，结合生长环境数据
分析，制定精准的生产计划。

“5G+智慧农业”科技信息化系统通过对气
象、水、土壤、病虫害等监测，实现了周期性果树

生长管理数据采集，适时大数据分析、会诊，及时
预防自然灾害和病虫灾害。

通过全天候田间管理影像监测，可以看到果
树栽植、生长到开花结果的全程管理细节。

智能化管理设备让果园管护面面俱到、及时
高效。不仅如此，随时随地果园互联网视频会
议，远程网络连线教学，区块链微商营销平台，产
品质量溯源追溯……一项项提升农业现代化的
智能技术投入到祖庄果园的建设中。

从生产到管护的技术升级，祖庄果园逐步成
为有机旱作标准化示范果园。试验田的示范效
应也慢慢显现。

“我们主要是来学技术的。”谈到务工收入
时，从别的村返回来的陈贵荣和张彩玲异口同声
说。祖庄果园的先进技术吸引了他们，每年像她
们一样在果园务工的同时学习种植技术的果农
有千余人。

如今，祖庄果园支撑起果农对果园技术更
新、苹果产业升级的信心。

在“智慧果园”的基础上，向集苹果有机旱作
研学、黄土高原文化创作、农业休闲旅游、自然生
态康养为一体的智慧田园综合体正在形成。杨
朝辉的试验继续突破向前。

山西吉县：“智慧果园”带动苹果产业升级

□□ 本报记者 郜晋亮 文/图

高标准农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是巩
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关键举措。“十二五”以来，青海省大力开展高
标准农田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受资
金、技术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耕地少、地块散、
质量差，靠天种地的现状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青海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据
了解，青海现有耕地882万亩，90%以上主要分
布在青藏高原东部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呈现
出总量少、平地少、水浇地少、坡地多、旱地多
的“两多三少”特点。相关数据显示，坡度 15
度以上的耕地超过130万亩，无灌溉设施的旱
地超过600万亩。

面对这样的耕地条件，青海的高标准农田
该如何建？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
处处长刘锋告诉记者，由于地形地貌的特殊性
以及耕地的实际状况，青海重点采取旱地改水
浇地、坡耕地改梯田等形式，通过平整土地、改
良土壤、打通田间道路以及做好农田防护来提
升耕地质量。

坡地改梯田，大伙儿打心里高兴

4月初的青海大地依旧凉意阵阵，可是在
西宁市大通县石山乡小沟村的田地里却是一
番热火朝天的景象。半山坡上，几台挖掘机正
在紧张作业，村里最后一块耕地坡地改梯田任
务即将完成。该项目负责人田保林告诉记者，
他们要赶在村民们播种之前把高标准农田建
设任务全部完成。

小沟村海拔 2700 米，属于干旱山区。村
里的耕地几乎都分布在半山坡上，且不说这些
耕地一年能带来多少收成，就是在这上面种上
粮食都费劲。村民杨进玉说：“这些斜坡坡地
种起来很费劲，种、收都要靠人力。村里一些
外出打工收入好的，慢慢都不愿意种了，荒掉
的地也不少。”

3月 1日，小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正
式开工。田保林和自己的施工队在小沟村的
建设任务是220.7亩，包括土地平整、土壤改良
以及田间道路等建设项目。不过，原本以为可
以顺利开工建设的田保林却碰了一鼻子灰。

“关键时刻，几家农户不愿意干了。他们
说地里已经撒了肥，过不了一阵就播种了，现
在推地太可惜了。我就告诉他们，可以，施工
队尊重大家的意见。我们先干别人家的。”田
保林说，“可是没几天，这几户又跑来跟我说，

看到别人家推平的地太好了，肥料不要了，赶
紧把地推平。”

村民们态度的变化让田保林和施工队一
下就来了干劲儿，地变平了粮食才能增产，活
干好了村民们才能满意。

自从开工后，杨进玉每天都会到山上去
看一看。看到自家的 4亩多地慢慢从坡地变
成平地，杨进玉打心里高兴。他说：“祖祖辈
辈种地都是靠天吃饭，有点雨水这坡地也存
不住，雨要是大点土都会被冲跑。现在地都
平整了，能把雨水留住了，粮食的产量肯定能
提高不少。”

从山顶远远望去，山底是安静的小沟村，
山坡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等到秋季到来，这里
必将是一幅丰收美景图。

旱地改水浇地，既润农田又润心田

2018年8月，位于青海省东部湟水流域北
岸的干旱山区的湟水河北干渠扶贫灌溉一期
工程干渠全线试通水成功，水流分阶段穿过
49 座长 91 公里隧洞、26 座长 4.9 公里渡槽和
18.3公里长的明暗渠，流经西宁市大通县宝库
乡、海东市乐都区共和乡等 3县 15个乡镇，滋
润一方土地。

虽然只是试通水，但对乐都区共和乡和达
拉乡几十个村子的村民来说就像是喜从天降，
祖祖辈辈种植的山旱地终于能浇上水了。达
拉乡春洒村村委会主任刁国宝告诉记者，村里
2200多亩耕地中有 1400多亩是山旱地，村里
人都盼着早日浇上水。不过，如何把这宝贵的
水资源用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要把这里的旱地改造成水浇地，那么通
往每一块耕地的‘毛细血管’就非常重要。”乐
都区农业农村局高标准农田建设办公室主任
吴义祥说，“结合现有灌溉水资源的情况，我们
建设的高标准农田，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
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发挥好每一滴水的作
用，不浪费一滴水。”

据了解，乐都区共和乡和达拉乡2个片区
高标准农田建设总规模近 4万亩，其中有 2.24
万亩可实高效节水灌溉。近一段时间，为了不
耽误农民群众播种，施工队一直都在赶工期、
抢时间，加快铺设高效节水设施的进度。

该片区项目总监代表赵以乾告诉记者：
“由于农地内的灌溉管网要埋在冻土层之
下，所以施工时间方面肯定对一部分耕地播
种带来影响。不过，一些老百姓主动向我们
表示，宁可今年让地歇一年，也要把灌溉设
施建设好。”

李满年是乐都区达拉乡拉卡村的党支部
书记，也是村里的牧草种植大户。他告诉记
者，自家种植着 50 多亩地，今年建设高标准
农田节水灌溉设施，有 40 亩种不了啦。不
过，他并不担心，“等通水了，我这水浇地每亩
提升的产量说不定就能把这一年没种的损失
补回来”。

吴义祥说：“山旱地变水浇地，旱涝保收，
彻底解决了农民群众靠天吃饭的问题。水浸
润了农田，也浸润了农民群众的心田。”

道路通，小机械要换大块头

说起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好处，拉生存有说
不完的话，不过最让他高兴和满意的是田间道
路变宽了。拉生存是乐都区达拉乡拉卡村生
存洋芋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告诉记
者，这些年合作社种植规模越来越大，达到了
1800多亩，但是由于通往地头的道路问题，合
作社只能使用一些小型机械，以致生产效率一
直提不上去。

和拉生存同样犯愁的还有杨进玉。虽然
他家种植的只有4亩地，但是靠人力和小机械
也很是费劲。不过，现在他们两个都不用犯愁
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把田间道路也作为重要内
容之一，保证田间路宽度达到 3米，生产路宽
度达到 2.5米，旋耕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可
以进出自如。

田保林告诉记者：“原来这些山坡坡地，想
都能想到田间道路会是什么样子，甚至有些地
连路都没有，农民得爬地坎过去。所以我们在
平整土地时，从主干道到通往每一块地的路一
并进行了疏通、扩宽。现在，小沟村建设的
220.7亩高标准农田，农用机械穿梭其中没有
任何问题。

不仅如此，为了能让大型农用机械施展身
手，平整土地坚持小块变大块。赵以乾说：“在
建设中，我们结合当地耕地的实际，争取将原
先农户连在一起却有塄坎的小块地平整成大
块地，每块地最小的宽度要保证 8米，特殊地
块也不能少于 5米，一般长度在 50米到 300米
不等。”

看着这些变化，拉生存和杨进玉都有了自
己新的打算。拉生存说：“合作社正谋划着买
两台大型机械，一台大型拖拉机，一台大型饲
草收割机。有了这些大家伙，不仅能提高生产
效率，还能节省人工成本。这笔账，谁都会
算。”杨进玉说，以后家里种地，他就能请当地
的农机服务队了。

山坡耕地换新颜
——青海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见闻

近日，在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七都乡高标准农田建设工地，施
工人员对灌溉排涝水利工程进行扫尾作业。近年来，为了巩固提
升粮食生产能力，永丰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实施，按照“旱
能灌、涝能排，水能顺畅进田，机械能便捷下田”的标准，同步推进
耕地整理、灌排渠道改造和机耕道铺设，有效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增强粮食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新增旱涝保收双季稻种植面
积2万多亩，加快粮农脱贫致富步伐。 刘浩军 黄永纲 摄

广西资源县
高标田里种出“致富米”

“在高标准农田里种植有机生态富硒稻米，让乡亲们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近日，笔者从广西资源县瓜里乡白竹村了解到，2019年
白竹村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种植有机生态稻米，实现了亩产增值
5000余元。

白竹村总人口 2754人，有贫困户 196户 714人，2016年实现了
全村脱贫摘帽。为夯实脱贫攻坚成效，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紧扣白竹村洞里片区土质优良，土壤内含有丰富的硒元素，
生态环境良好这一优势，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种植富硒有机生态
稻米，并在田内放养禾花鱼、泥鳅、田螺等，实现种与养相结合，使
产业形成一个立体的新型发展模式。

2016年以来，白竹村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资金，投资 300
余万元对老虎石至漆家、张家至冷水冲等7条公路进行了硬化；新
建了塘头界至油榨冲、戴家至燕子石等2条通屯公路，新修燕子石
等 5处水利；同时，投资 15万元对洞里片步行道进行了硬化，为高
标准农田发展建设种植富硒稻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白竹村党支部不断创新经营管理模式，采取“支部+”“党员+”
的“双+”模式，大力发展富硒稻米种植。一是通过“支部+”的发展
模式成立了资源县富硒稻米种植专业合作社，专门研究富硒稻米
的发展与种植，专业化促增产增收。二是大力开展党员结对帮扶
活动，全村 12名有致富能力的党员与 26户贫困户结对子帮扶，通
过党员示范带动、结对帮扶等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村民增收致富的
难题。

现白竹村发展建设高标准农田富硒稻米种植项目收益实现稳
增长，村集体经济发展有序推进，全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群
众幸福指数直线攀升。预计到今年年底，在高标准农田种植富硒
稻米及其衍生的收益能使白竹村村民人均收入超过4500元。

2019年资源县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 1万亩，同步发展高效
节水灌溉 0.25万亩，总投资 1500万元。该项目分布于 6个乡镇 17
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 8个，分别是中峰村、马家村、金山村、黄龙
村、脚古冲村、社水村、白竹村以及义林村，受益贫困人口6300人。

李建平 蔡立松 李林娟

□□ 陈露 本报记者 胡明宝

高滩村、赤洧村是江西省莲花县的重点贫困
村。一直以来，村里的农田以土渠灌溉为主，渗
水量大，灌溉条件非常落后，农民种地成本高，大
多农民宁愿进城务工，也不愿种地，再加上农田
零散，农业大户也不愿来此流转土地。

为了让当地农户安心、放心种地，莲花县协
调农业龙头企业江西吉内得实业有限公司按照
先建后补模式对高滩村、赤洧村农田实施了高标
农田建设项目，把本片区打造成莲花县高标准农
田建设示范区。

按照《江西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的统一
“格式”，吉内得公司投入资金 460 余万元，从

“田、土、水、路、林、电、技、管”8个方面高标准设
计和建设，确保“田成块、路相连、渠相通”，配套
项目完善，共完成2000多亩土地平整，建设分水
渠 28座、节制闸 9座、下田涵 36座、沟渠进出水
口 92 个，新建灌排渠 19750米、田间道 4543米、
生产路2763米，新增改建田间道1821米。

“以前田地高低不平、大小不等、浇水困难、
跑冒滴漏严重等现象已成为历史，灌溉水的利用
率很高，至少节水30%以上。”高滩村民罗道泉深
有感触地说，通过吉内得公司的带动，让他们切
身感受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实惠，以降低生产成
本的方式，加大自然风险防范力度，让更多的农
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稳定的、满意的收入。

“我们在此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始终贯

彻让贫困户受益这一原则。”吉内得公司董事长
蒋鹏程介绍说，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带动了很多
贫困农户参加建设工程；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后，
采取“公司+基地+贫困户”的订单模式把生态产
业发展与贫困户脱贫相结合，吸纳贫困户参与管
理、运营，并衍生出一系列增收方式，助力贫困户
增收致富，实现公司与贫困户“双赢”。

传统稻作需要大量农民参与劳动。吉内得
通过长期用工和临时用工等方式聘请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到基地从事耕种、除草等劳务。固定
工工资按 2700元/月，临时工男工 120元/天、女
工 100 元/天。参与劳务的贫困户每年可获得
2000-5000元的劳动收入。

在一年一季的水稻种植完后，吉内得又提供

油菜籽给贫困户种植，并与贫困户签订销售协
议，提供绿色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指导，实行订
单种植。油菜籽收割完后，又按市场价收购他们
手中的油菜籽，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高洲乡是传统农业乡镇，有家禽家畜养殖习
俗，吉内得顺势提出利用高标准农田以“鸭稻共
生”和“鱼稻共生”扶贫方式。所谓“鸭稻共生”
是因为鸭子可以除虫，吉内得免费为贫困户提
供鸭苗，免费提供场所，免费搭好鸭棚，让他们
在基地高标准农田养鸭子，鸭长大后吉内得又
以高出市场价收购。“稻鱼共生”是吉内得免费
为贫困户提供鱼苗，贫困户帮忙放养，吉内得全
程进行技术指导与品质监督，其中稻田养鱼收入
1.2万元。

江西莲花县：打造高标田助推产业扶贫

乐都区达拉乡拉卡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