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广西贺州市八步区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工作
目标，坚持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快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
设，助力全面脱贫攻坚。

走进八步区莲塘镇炭冲村，只见原来小而散的地块，经过整
理后成了“田成方、地成块、路相通、渠相连”的 300多亩连片高标
准农田。

以往，炭冲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灌溉渠道老化，每年要
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维护，严重制约了该村的农业生产发展，影响
农民增产增收。

2018 年 4 月，八步区开始在炭冲村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小田并大田、田埂成水渠、单渠变连渠，大大提高了炭冲村农
田基础设施水平，推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有力促进该村
贫困人口脱贫。目前全村蔬菜种植面积 400 亩，香芋种植面积
1000亩，马蹄种植面积250亩，全年农业产业覆盖率100%。全村67
户贫困户成功脱贫65户。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万元以
上，农民人均收入达1.5万多元。

芝麻开花节节高，日臻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和年年攀升的收
入给村民带来了致富新希望。

据了解，截至目前，八步区高标准农田项目涉及铺门、信都、贺
街、桂岭等8个乡镇，治理耕地面积10.27万亩，投资50603.89万元；
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实施，能够进一步提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实现
水利设施标准化、农村道路网络化、土地耕作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格
局，使村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蔡丽 杨小琴

广西贺州八步区
高标准农田建设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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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西藏昌都市深入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提升粮食产能，整合项目资金，狠抓各项措施落实。目前，全市
2019年度规划建设的 17万亩高标准农田，已完成投资 43592.5万
元，投资完成率84.7%。

为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影响，昌都市从2月
15日开始，安排专人对各县（区）人员返岗、复工、建设进度、有机肥调
运、2020年前期工作、存在的困难及需要协调解决事项等情况，每周开
展一次调度，形成专报，定期通报县（区）政府，市县两级农业农村局
还指定专人与项目参建企业对接，及时协调区外人员返昌和物资调运
事宜，确保人员和物资顺利进昌。此外，还积极组织种植业科、农田
建设管理科、农技推广站相关人员组成2个工作组，于3月1日—20
日对11县（区）高标准农田复工及建设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据悉，因田间农作物正在生长期，目前只能开展水渠建设和网
围栏安装工作，客土改良等工程须在秋收后方可实施，预计10月底
可以完工。2020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任务为 22 万亩，目
前，全市各县（区）已基本完成初步设计编制工作，近期，将组织开
展各县（区）初步设计审查工作。 万慧

西藏昌都市
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已逾4亿元

“沟渠宽80公分，深60公分，底
厚 10公分、压顶 10公分，两侧培土
30公分……”6月 22日，夏日炎炎，
在湖南省江永县源口瑶族乡 1万亩
高标准供港澳蔬菜基地里，农田水
利专家莫国笑与两名技术人员一
起，拿起皮尺和勘测仪器，正验收着
农田建设项目。

今年以来，江永县农田基础设
施建设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
的工作思路，坚持“四到场”（设计
到场、预算到场、监管到场和验收
到场），守牢“四道关”（设计关、评
审关、质量关和验收关），在项目建
设前期，指派农田水利专家亲赴现
场做好工程勘察设计，合理配置进
出水口，仔细规划连接涵洞，科学
测算隐蔽工程，精确评估工程预
算，做到“一丘田不遗漏”；在项目
启动建设后，委托第三方机构全程
监理工程质量，并定期或不定期对
施工质量与工程监理情况开展巡
查督导，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出现

“跑偏”即时纠正，做到“一毫米不
移位”。在项目验收交付时，坚持
切断压顶看硬度，敲开渠底看厚
度，运用仪器测坡度，推起“车子”
量长度，严格验收标准，确保建设
质量，做到“一分钱不浪费”，全面
做到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前期规划
有科学、中期建设有监管、后期使
用有管护”。

截至目前，江永县农田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 3300余万元，新建机耕
道 46条 74324米，新修引水渠 62条
113224米，新修病险山塘 3个，清瘀
84640 立方米，加固堤坝 424 米，验
收合格率均为100%，未发生一起超
预算工程。 唐雪富 何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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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位于山东省利津县盐窝镇黄河滩区的 5000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区内，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整齐栽培入地，在夏日阳光
的照拂下显出勃勃生机。

“过去这里是一片涝洼地，十年九不收，撂荒现象严重。2019
年以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推进，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你
看，现在已实现了‘田成方’‘路成网’‘旱能浇’‘涝能排’，为实现全
程机械化作业奠定了基础，保证了农民种粮的稳产增收。”项目区
负责人李增亮说。

据介绍，该项目预算总投资650万元，全部按照最新的国家高
标准农田标准进行建设，开挖沟渠 39.39千米，衬砌渠道 6.9千米，
修建渠系建筑物 78座，修建田间干道 31.92千米，实现了“集中连
片、设施完善、高产稳产、抗灾能力强”的目标。

盐窝镇是一个产粮大镇，耕地面积达21.4万亩，2019年仅冬小
麦种植面积就达 15万亩，2020年预计玉米、大豆种植面积达 16万
亩左右。近年来，该镇按照“田地平整、土壤肥沃、路渠配套”的要
求，加快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先后实施了占地
5000余亩的北岭片、占地 2.2万亩的东坝片、占地 2万亩的洋江后
洼片等项目。在此基础上，盐窝镇大力引进规模化经营主体，培育
社会化服务主体，着力打破土地经营碎片化、分散化等局面，已基
本实现了粮食作物的经营规模化、全程机械化，带动了种粮农民全
面增收。 杨秀成 本报记者 吕兵兵

山东利津盐窝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全程机械化

□□ 本报记者 胡明宝

地处甘肃中部的定西市安定区是典型的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自然条件严酷，干旱少
雨，是国家“三西”建设重点县和全国深度贫困
地区，素有“陇中苦瘠甲天下”之称。“种一坡、
收一车、打一斗、煮一锅”曾是对这片贫瘠土地
上百姓广种薄收及其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自 20世纪 80年代起，安定区通过开展以
修梯田、挖水窖、育林草为主要措施的小流域
综合治理，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
21 世纪后，安定区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具有区
域特色、资源优势的马铃薯产业，有力地带动
了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改变了“一方水土养活
不了一方人”的历史。

然而，由于过去修建的梯田标准低，难以
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为进一步提升梯
田综合生产能力，安定区抢抓国家大力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对中低产梯田进
行全面改造提升，配置种植优势突出的马铃薯
作物，配套推广新型旱作农业技术装备，走出
了一条以高标准梯田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粮
食安全、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子。

“2019年以来，安定区共建设高标准梯田
5.7 万亩，配套建设主干道及生产道路 176.39
公里、排水边沟 45.47 公里、渠系建筑物 529
座，为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
基础。”定西市安定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马伟旗
介绍说。

梯田“三变”，让农机“跑起来”

“过去耕地道路配套不健全，田面较窄，一
块地巴掌大，一直无法从事全程机械化种植。”
定西田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继军
说：“现在把地这么一改造，完全不一样了，地
变宽变平整，能让农机‘跑’起来了。”

在高标准梯田建设过程中，安定区按照
“田路渠统筹规划、梁沟坡综合治理”的原则，

采取“相对集中连片、整体推进”的办法，打破
乡镇、村社界线，积极引导群众就近兑换，打破
原地埂界限，将原地块采取“二合一”或“三合
一”的办法，变“皮条田”为“大块田”、变“坡地
田”为“水平田”、变“无路田”为“农机田”。

据马伟旗介绍，建成后的高标准梯田田面
宽度达到 10-30米，最大面积达到 20亩以上，
使农户多处碎片化的耕地变为“一户一台地”，
既防止了水土流失，又彻底改善了农业生产条
件，便于机械化作业，有效提升了农田综合生
产能力，实现了“水不下山、泥不出沟，大旱不
减产、小旱保丰收”。

定西田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及托
管的 1200多亩耕地经过高标准梯田改造后，
解决了合作社的发展瓶颈。过去由于无法全
程机械化，每年 4月初就开始种植马铃薯，当
遇上阴雨，到六月初都无法完成种植，种得早
容易发生霜冻，种得迟由于生育期未完成，造
成减产，致使合作社一直无法发展壮大。今年
梯田改造后，合作社4月中旬开始播种，5月初
就完成了种植，节约了成本，节省了时间，并带
动全村种植马铃薯5000多亩。

高标准梯田建设利农惠农，如何推进工程
建设又好又快完成事关项目区群众切身利
益。安定区组织受益群众对每一地块的工程
质量进行全程监管，形成了“政府牵头主导、部
门分工协作、镇村齐抓共管、群众广泛参与”的
体制。

“特别是今年以来，安定区克服新冠疫情
等不利影响，建立了施工质量、进度与工程款
拨付相挂钩、与监理费用拨付相挂钩、与延误
农业生产赔偿相挂钩、与来年招标投标相挂钩
的‘四挂钩’倒逼机制，督促施工单位配强人员
力量、配足机械设备，加快新建高标准梯田2.2
万亩建设任务的实施进度，实现了项目当年开
工、当年建成、当年使用。”马伟旗介绍说。

撂荒复垦，把良田“种起来”

安定区凤翔镇永安村耕地面积 8200 多

亩，其中 850 亩是上世纪 90 年代修的人工梯
田，田面狭窄且交通不便。永安村党支部书记
曹晓山告诉记者，由于永安村距市区近，大多
数年轻人在市区打工，留守老人对耕地供养不
足，常年种植入不敷出，导致耕地撂荒。

安定区结合全区撂荒耕地地力贫瘠、道路
不通、基础条件较差的实际，把消除土地撂荒
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同谋划、同部署，全面落实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加快撂荒耕地复耕复
种，充分盘活利用好耕地资源。

2019年以来，安定区将 1.6万亩撂荒耕地
纳入高标准梯田建设项目范围，通过实施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保证大型农业机械进地作业
和农产品及生产资料运输畅通，改善了农业生
产条件，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新型
经营主体流转土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曹晓山介绍，永安村通过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的实施，将 850亩撂荒耕地进行整治，
并依托定西安山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按照每年
每亩100元的标准进行全部流转种植马铃薯，
带动农户户均增收1500元。

截至目前，安定区 1.6万亩原来撂荒地已
经全部通过合作社流转用于马铃薯基地建
设，有效解决了土地撂荒问题，推动了主导产
业发展。

以强带弱，使产业“兴起来”

去年，安定区西巩驿镇实施高标准梯田
4000亩。为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产业，西巩驿
镇按照“农户跟着种植大户走、种植大户跟着
合作社走、合作社跟着龙头企业走、龙头企业
跟着市场走”的“四跟进”延长产业链条，推行

“龙头企业+联合社+合作社+农户+基地”的
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全托、土地半托、订
单收购等方式，将改造的 4000亩高标准梯田
建成了马铃薯标准化基地。

2019年以来，安定区充分发挥新修梯田集
中连片程度高、基础设施完善的优势，通过“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引导新

型经营主体流转项目区耕地，开展马铃薯规模
化产业化经营。目前，2019年以来新建设的高
标准梯田已经全部用于马铃薯标准化种植，走
出了一条修梯田、调结构、兴产业、促增收的产
业发展路子。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安定区宁远镇探索
“合作社+土地流转+高标准梯田+基地建
设”的模式，由合作社按照先流转后整理的
思路，对宁远镇李塘村、前川村 2000 亩地力
贫瘠、生产路不通、基础条件较差的耕地进
行整山系流转，打破村社户地界、重新规划、
重新布局，新修高标准梯田 1680亩。通过边
整理边种植，按照亩施 1 吨有机肥的标准，
建成马铃薯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 1680亩，实
现项目建设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使用，大
幅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有效促进了农业生
产机械化、种植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现代农业
发展。

在高标准梯田建设中，安定区还大力推
广现代技术和装备的应用，不断提升农业生
产的质量效益。一方面，应用智能物联网水
肥一体化技术，通过“土壤墒情自动监测+智
能决策+精准水肥管理+终端智能控制”模
式，新建成高标准梯田种植马铃薯实现了自
动化、集约化、高效化管理，可实现节地 10%、
节肥 30%、节水 40%、省工 50%、增效 20%以
上；另一方面，加强高标准梯田机耕道和生产
路建设，配套研发新型农业机械，实现了耕播
收及植保等全程机械化生产，降低农业生产
成本，促进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标准化现
代农业产业化经营。

如今的安定区，层层梯田环绕山间，农田
道路畅通无阻，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这一切
都得益于安定区抓住了国家大力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对中低产梯田进行全
面改造提升，将以往的跑水、跑土、跑肥的“三
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因
地制宜走出了一条统筹推进粮食安全、生态保
护、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子。

梯田标准高 既保生态又稳粮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高标准梯田建设探析

□□ 陈宏斌 本报记者 胡明宝

近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4300多亩高
标准农田迎来了夏粮丰收。这里通过“高标准
农田+社会化托管”的模式，有效破解了“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的难题，保障了粮食稳产高产。

为小岗村高标准农田提供全程社会化服
务的是安徽省凤台县沿淝糯米合作社。合作
社自2007年成立以来，秉承“农民进城去务工，
合作社帮农民把田耕”的理念，为农民提供稻
麦种植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从初期“五统一”，
逐渐发展到耕、播、种、收、售的“十二统一”托
管服务。

2014 年，在安徽省农委的牵线下，基于凤
台县与凤阳县“双凤起飞，共创共赢”的思路，
沿淝糯米合作社将土地托管全程化和“十二统
一”的模式复制到了小岗村 4300多亩土地上，
当年就扭亏为盈。

保姆式托管带来多重效益

近年来，凤台县沿淝糯米合作社先后组建
为农服务中心、农机专业合作社、烨铄米业有
限公司、庄稼医院等经营服务机构，为社员提
供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旋
耕、统一条播（统一机插秧）、统一开沟、统管统
水、统防统治、统一收割、统一回收、统一加工
销售、统一秸秆综合利用，形成覆盖全程的保
姆式服务体系。

据合作社理事长陈宏斌介绍，由合作社托
管的农田稻麦年产量合计达1053公斤，比全乡
平均亩产高 288 公斤，增产率高达 38%。与粮
食产量增加相对应的是种子、化肥、播种、收割
等种粮成本的减少，如实行统一供种，节约种

粮 18斤以上，减少投入 20元以上；实行统一配
方施肥，每亩可减少化肥用量5公斤以上，减少
投入 15元以上；实行连片耕种收管，农机服务
队价格低于市场价 10%以上，每亩可降低费用
65元以上。

由于农资集中采购、田间管理科学、先进
生产技术运用，显著提高了土地的投入产出
率，真正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机械
化。与社会上常规的农业生产相比，合作社
托管服务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360 元/亩，增加
收入400元/亩。

2019年，合作社实现销售4亿元，利润1200
万元，带动农户增收 1800多万元，辐射带动杨
村镇 15个行政村和钱庙等乡镇及临近颍上县
小农户近1万户。

互联网助力服务转型升级

“合作社社员都是农民出身，种地还行，一
踏入变幻莫测的市场很难摸着门道。”陈宏斌
介绍说，合作社在发展理念上求新求精，积极
推进“互联网+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
不断提升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对市场的脉搏
把得更准，托管服务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
产品的市场销售也越来越好。

合作社充分运用互联网，对农产品市场行
情进行跟踪研判，如果某一农产品市场行情低
迷或呈现下行趋势，则减少该产品的订单收
购，指导社员以及周边农户调整种植结构，降
低市场风险的冲击。互联网信息也为合作社
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制定年度发展计划
等提供了更加科学高效的决策依据。

与此同时，合作社还不断寻求创新发展，
积极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对接，邀请农业

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实地调研，并成为北京大
学、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
等高校的实习调研基地。在平时，合作社通过
微信与这些“外脑”保持密切联系，从他们那儿
获得农业产业技术资讯、涉农政策动态、其他
地方的经验做法等参考信息，有问题及时向他
们请教。

合作社在“十二统一”的基础上，把所托管
区域的农机、农资、技术公司及家庭农场联合
起来，成立凤台县沿淝农业服务联合体，并逐
步发展成贯穿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提供

“耕、种、防、收”全程托管服务的农业联盟。合
作社通过信息化统筹调度农机农资农技投入
生产服务，及时响应以小农户为主的甲方需
求，尤其对农业生产的薄弱环节和关键环节提
前做好预案，规模经营的基础更加牢固。

农产品产后加工环节是当前农业社会化
服务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农业产业链增值的
潜力环节，而品牌创建是加工环节长效可持续
发展的保障与基础，电子商务是优质农产品走
入千家万户的便捷渠道。合作社依托下属公
司凤台县国武粮油工贸有限公司，创建“徐桥
牌”糯米，已成为安徽省著名商标。通过电商
实现农产品生产厂家与消费者对接，直接提供
销售服务，有效增加了农业收益。

近年来，凤台县沿淝糯米合作社引入“互
联网+”发展理念，开展全程保姆式农业社会化
服务，通过农业大数据助力服务转型升级，有
序延伸服务链、提高服务价值潜力，形成了服
务项目全、经营理念新、产学互动紧的服务经
验，并已成功推广复制到周边地区，显著促进
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土地增效以及农业增
绿，打造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升级版。

安徽凤台县沿淝糯米合作社

“互联网+”打造农田服务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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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积极抢
抓国家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重大历史机
遇，对5.7万亩中低产梯田进行全面改造提升，
并坚持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流域生态治理、马
铃薯产业化发展、现代技术装备应用、与撂荒
地复垦复种等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以高标准梯
田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粮食安全、生态保护、
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子。现将本报记者采写的
安定区的经验推荐给大家。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伊山镇一家合作社的农民在水
稻秧苗田里进行田间管理。 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围绕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合作社+农户”形式进行规模化育秧，为水
稻种植户提供耕种、管护、收割、收购等一条龙服务，提高规模化效
益，帮助农民增收。 吴正祥 吴晨光 摄

经过初步改造的高标准梯田面积增大、地表平整。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