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顾江冰

近日，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
中心印发《关于做好 2021 年耕地质量监测
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强调要紧紧围绕“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
环”，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坚持把解决好耕地要害问题作为首要任
务，全面深入推进耕地质量调查、监测、评
价、建设和保护等工作。

《意见》指出，加强耕地质量监测和调查
评价，开展国家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完
善国家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网络体系，进一步
做好国家耕地质量监测网络规划布局。做
好国家耕地质量定位监测工作，收集、汇总、
审核、会商耕地质量监测点数据，及时发布
2021 年度耕地质量监测报告。优化国家耕
地质量监测数据管理，进一步完善国家耕地
质量监测数据管理系统。

《意见》强调，开展耕地质量专项监测
评价，要抓好高标准农田专项监测评价，按

照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要求，制定
专项监测评价与应用方案。抓好黑土地保
护利用区专项监测评价，组织开展耕地土
壤典型酸化区、盐碱耕地区和耕地基础地
力变化专项监测评价。

《意见》指出，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和保
护，扎实推进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落实
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任务，实施东北黑土
地保护利用综合技术模式示范 800 万亩以
上。加强项目监督管理，加强东北黑土地
保护利用项目任务、项目资金等日常监
管。构建黑土地保护利用长效机制，积极
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依托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示范
区建设，为分散农户提供统一技术服务。

《意见》要求，各省区市要推进耕地质
量保护提升，落实退化耕地治理项目任
务，建设集中连片千亩以上试验示范区，
有条件的地方至少建设 1 个集中连片万亩
以上试验示范区。构建退化耕地治理技
术支撑体系，成立项目专家组，实行专家

定点包县指导，每个项目县设定点专家，
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开展技术指导和
培训。

关于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意见》要
求组织开展绿色农田技术集成示范，结合
高标准农田工程项目建设，创新探索政府
主导、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绿色农田建设示
范的新机制，切实做好绿色农田建设技术
指导服务。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地力培
肥，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注重耕地地
力提升，确保高产稳产、旱涝保收。切实做
好高标准农田工程建设支撑，组织开展灾
毁高标准农田监测、调查和核查评定技术
等基础性研究，逐步建立起灾毁农田监测、
评判和核验标准方法、指标体系。认真宣
贯《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高标准农田建
设通则》《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
（试行）》。

《意见》指出，抓好耕地质量监督保护
与考核，推进耕地质量保护制度落实，加
强耕地质量保护政策创设，加强耕地质量

立法调研，积极推动国家耕地质量保护立
法，推进耕地投入品（物）安全性有效性监
测评价。

《意见》强调，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体系
和信息化建设，做好全国耕地质量监测保
护体系数据信息统计及《农田建设统计调
查制度（试行）》中耕地质量保护统计工
作。组织开展耕地质量标准化验室考核，
启动 2021年标准化验室考核工作。组织开
展耕地质量检测能力验证，推进全国土壤
样品库建设，开展耕地质量检测能力提升
培训。

《意见》指出，加强耕地质量技术合作
与交流，参与实施“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耕地质量项目，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
国际交流项目。做好重要专题调研，组织
专家开展耕地质量红线、耕地质量等级与
产能关系以及耕地质量立法等专题研究。
搭建产业创新合作平台，筹建“健康土壤技
术产业创新联盟”，协同推进耕地质量监测
保护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

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出台《意见》——

全面深入推进耕地质量监测与保护提升

2月18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小伊镇祝庄村，种植户抓住晴好天气在田间进
行秧苗移栽。去年，灌云县采取整镇推进的措施，实施建设高标准农田10.8万亩，有力
推动乡镇农业经济规模化发展。图为农户正在进行秧苗移栽。 吴晨光 张瑶 摄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七都乡鹅颈水库灌区，施工人员正在修建农田灌溉渠
道。入春以来，永丰县备耕先备水，充分利用晴好天气，争分夺秒打好冬春水利建设扫
尾攻坚战，保障春耕生产灌溉用水。图为修建农田灌溉渠道现场。 刘浩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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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行

□□ 钱续坤

冬日暖阳下，安徽省怀宁县抢抓连
日来的晴好天气，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在雷埠乡郝山村建设现场，大型
挖掘机正在清除沟渠淤泥，工人们连日
赶工，抢赶春耕前完成农田建设项目，助
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近年来，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现
代、生态、特色农业发展”目标，作为全国
产粮大县，怀宁县坚持“集中连片、规模
开发、整体推进”的原则，统筹规划、整合
资源、创新机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有效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
提升配套设施建设水平，夯实生态高效
农业发展基础。

怀宁县雷埠乡郝山村党支部书记郝
祥兵介绍说：“为了不影响老百姓的春耕
生产，我们正组织施工队伍，抓天气，抢
进度，你们看，这里以前高低不平，现在
变成了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

涝能排、旱能灌的田园化美景图。”
为了抢抓时间，不误农时，怀宁县农

业农村局安排精干力量到现场对工程进
度、质量、安全进行全面监管，积极协调
处理矛盾，优化施工环境，同时要求施工
方每天到现场安排施工人员加班加点进
行施工，确保项目如期保质完成。

据了解，雷埠乡今冬高标准农田工
程建设总投资为 1500万元，届时将建设
排灌站8座、塘坝清淤加固15口、渠道护
砌13条、整修排水沟27条、新建机耕桥8
座、各种涵闸 311处、新建砂石（硬化）田
间机耕路9条、田园绿化18公里、科技推
广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53台。

“目前，我们怀宁县已建成集中连
片、设施完善、农电配套、土壤肥沃的高标
准农田共34.91万亩，这些项目的完成，不
仅能为开春的春耕生产夯实基础，而且可
以有效保护和提高基本农田的粮食生产
能力和抗灾减灾能力，实现由‘藏粮于库’
向‘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转变。”怀宁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陈兵介绍说。

安徽怀宁

赶工建设高标准农田夯实春耕基础

□□ 周小平 王璐

2 月 22 日，笔者从湖北省武汉市农
业农村局获悉，全市新建的 31个高标准
农田上半年全部投入生产。为“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力争打造一批万亩级高
标准农田连片产业区。

近日，在黄陂区王家河街利梓农机专
业合作社，正在田间忙碌的理事长缪斌告
诉笔者，去年合作社有 2000亩高标准农
田已经投入生产，与一般农田相比，每亩
节本增效105元。今春来得早，合作社提
早进入春耕备耕季，正在整田、晒田作业，
他表示今年早稻稳产高产更有信心。

据了解，该市批准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31 个，总建设面积 26.64 万亩，
其中包括2019年度批准实施项目17个，
建设面积15.36万亩；2020年度批准实施
项目14个，建设面积11.28万亩。截至目

前，武汉市 2019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已基本完成建设内容，总体工程形象进
度为98%，全面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预计3
月底前可交付使用；2020年度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总体工程形象进度为58%，实施
进度位居全省前列，预计今年6月汛期到
来之前可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并交付使
用。近期武汉市农业农村部门将在武汉
现代农业教育中心开展全市高标准农田
建设管理工作培训，旨在促管理工作进
一步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速。

据介绍，全市农业春耕总体起势较好，
预计今年全市春播农作物314.77万亩，比
上年增加1.77万亩。截至2月19号，全市
已完成早春播栽农作物44.6万亩。未来用
3年时间武汉市将建设一批能够适应现代
农业发展、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
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38.16万
亩，估算总投入资金11.7亿元。

湖北武汉

31个新建高标准农田项目投入生产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土地连片整治，推动产业振兴，是农
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农
民持续增收的有力保障。

贵阳市是贵州省唯一没有万亩耕地
大坝支撑的市（州），喀斯特地貌突出，耕
地分散，土地和土壤资源显得非常珍
贵，农业发展先天条件受限重重。贵州
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赵德明提出

“要下决心用 15 年左右的战略跨度解
决土地碎片化问题”。

高质量耕地资源稀缺
高标准农田建设迫在眉睫

贵阳市作为贵州省会城市，近年来，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土地资
源被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大部分为坡
耕地，优质耕地资源极为短缺，严重制约
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对城市农产品的
有效供给。

贵阳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根据 2017 年贵阳市土地利用现状变
更成果，贵阳市土地总面积1206.50万亩，
其中，耕地仅有 385.20 万亩，林地 502.90
万亩，建设用地 135.94 万亩，未利用地
111.56万亩，其他农田地 70.90万亩。

“在 385.20 万亩的耕地中，也是地多
田少，旱地占比超 72%，并且是坡地多平
地少，耕地地块破碎，耕地质量低。”贵阳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先睦介绍，贵阳
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110 万亩，占耕地
面积 28.5%。由于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投
资均在 1500 元/亩左右，投资标准偏低，
宜机化等功能尚不完备难以适应农业现
代化的需要。

加快贵阳现代山地高标准农田建设
成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涉及多个单位，
“船大难掉头”，建设标准难以达到统
一。贵阳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自然资
源、市生态环境、市农投集团、市金地公
司等多方协作、政企联动，分析问题，谋
划实施现代山地高标准农田整治示范区
项目建设。

按照坡改平、旱改水、瘦改肥和规
模化、标准化、设施化、机械化的“三改”

“四化”目标要求，以贵阳市农投集团、
市金地公司作为示范区项目建设主体，
在乌当区和开阳县开始第一批项目试
点示范，项目投资预计 12 亿元，建设山
地高标准农田整治示范区 5 万亩，实现
新增耕地 1700 亩，新增水田 1.1 万亩。

突出山地特色
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

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贵阳市
对耕地坡度 15°以下相对集中连片面积
100 亩以上的区域原则上进行规模化开
发和破碎化整治，宜梯则梯，宜平则平，
地块归并率达到 65%以上，通过归并整
理单块面积不低于 5亩。

为了能让建成后的高标准和农田旱
能灌、涝能排，贵阳市以生态拦、蓄、引为
主，提灌为辅，根据灌溉规模、地形条件、
田间道路、耕作方式等要求，合理布置各
级输配水设施及渠系建筑物，保障田土

块通水率达 100%，灌溉保证率达到 80%
以上。

在田间道路布局上，贵阳市以适应
农业产业现代化的需求，与田、土、山、
水、林、电、村规划相衔接，对田间道路和
生产便道宜进行统一规划，确保田间道
路田块通达度达到 100%，满足农业机械
化和生产生活便利的需要。

土地平整过程中，为了确保土壤肥
力不受损，贵阳市把土壤分层剥离后，按
土壤类型、土壤层次、利用方向进行分门
别类堆放。在施工期间采用无机物、有
机物及生物菌剂进行土壤改良培肥。

“根据项目地农业自然条件，确定农
业产业规划，配套与产业相适应的大棚、
喷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等设施，保证智能
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种植。完善采后
处理、冷链物流、肥料配置、秸秆处理、农
业信息化等配套农业设施，实现农产品
产销结合，推进农业全产业链高效发
展。”陈先睦说。

同时，贵阳市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中，通过实施水源涵养林工程、岸
坡防护工程、沟道治理工程、坡面防护工
程、湿地工程等农田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与田、路、渠、沟、池、塘等工程措施的有
机结合，维护农田生态系统安全。

据了解，在试点先行的基础上，贵阳
在全市范围内选择条件成熟、集中连片
的区域，把以前的“望天田”“斗笠田”变
成统一的高标准农田，计划到 2025 年打
造 50 万亩“生产规模化、耕作机械化、灌
排可控化、土壤肥沃化、管理便捷化、田
园景观化、布局生态化”的现代山地高标
准农田整治示范区。

让农业有看头
农村有奔头、农民有甜头

走进息烽县石硐镇大洪村高标准农
田建设后形成的农业产业园区，硬化道

路纵横交错，灌溉网络四通八达，园区工
人正在给猕猴桃施肥。

石硐镇党委书记刘福海介绍，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改变园区生产
能力落后面貌，促进大洪村猕猴桃、脆红
李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
通过“康农共享”和“六权共享”等方式，
搭建经营主体与村集体、贫困户利益联
结机制，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促进乡
村振兴。

如今，大洪村的精品水果带动全村
实现生产总值 1000 多万元，贵州中康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当地创建的“猕天大
圣”猕猴桃品牌，远销新加坡、加拿大等
地。马铃乡的蔬菜产业也越做越大，去
年基地蔬菜总产量达到 3000 吨，总产值
达 1500万元以上。

采访中，记者得知，在处理经济社
会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上，贵阳市
主要领导多次提出，要做到土地利用
与保护耕地结合、与推进农村产业革
命和乡村振兴结合、与国有企业市场
化转型结合、与市场化运作结合，实现
经济有增长、地方有收益、农民有收
入、企业有效益。

“振兴农村经济，不仅是产业选择上
的一场‘革命’，更是农民陈旧观念的‘革
命’。让农户转变观念，推倒田坎、平整
田块是坝区建设中的第一步。”陈先睦
说，“过去，田坎的主要功能是区分农民
各家土地的边界，利用率极低。长期以
来，由于田坎的割据，农民都是只管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产业不成规模，市场应对
能力差，难以适应机械化耕种，劳动力投
入大，市场应对能力差。”

为啃下“倒田坎”这块“硬骨头”，确
保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如期建成，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区的党员和干部通过白
天黑夜走村串户做农户的思想工作。

“通过召开坝坝会，宣讲现代农业知

识、算经济账等方式，打消农户的顾虑。”
贵阳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处处长
刘毅说。

“为取得老百姓的信任与支持，村里
还组织村民代表到安顺参观万亩蔬菜基
地参观、联系农技人员开展现代农业种
植技术培训等，几经周折，项目建设涉及
的 203 户农民的 960 余亩流转地的田坎
已全部推倒，实现了坝区土地连片开
发。”花溪区马铃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点负责人说。

田坎倒了，土地平了，山一块水一块
的土地连成了一片，农民心里的隔阂也
消除了，平整的土地上农业产业也焕发
了生机。花溪区马铃乡高标准蔬菜保供
基地的 1037 亩黄瓜、黄花菜、辣椒、黄豆
等大棚蔬菜纷纷成熟，3000 吨蔬菜源源
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

贵阳市结合现代山地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的实施，有效发挥“土地整治+”
效应，选择项目区内行政村及涉农社区，
整合人居环境整治资金对区域村寨进行
美化亮化提升，实施产区变景区、田园变
公园、劳作变体验、农房变客房等“四变
工程”，把现代山地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
成全市乃至全省农业现代化的“样板田”
和“排头兵”，打造具有贵阳特色的“三生
融合”美丽乡村。

“接下来，还将继续采取‘市级平台
公司+区级平台公司+村合作社+农户’
模式，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蔬
菜基地发展，以点带面推动全市蔬菜产
业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农民发展
乡村旅游，实现农旅融合发展增收。”陈
先睦说。

一条条顺流相通的渠道，一条条笔
直宽阔的机耕道，一块块平整肥沃的大
田，一片片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支撑
起了贵阳的农产品供应，托起了百姓的
致富希望。

重整田畴织锦绣
——贵州省贵阳市探索现代山地高标准农田建设

贵阳市乌当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现场。 资料图

日前，山东阳谷县投资1000多万元对基本农田水利设施进行高标准、高规格维修和
建设，确保全县农田灌溉得到保障。全县已维修和建设桥、涵、闸60余座，加固河坡70余公
里。图为施工人员在该县寿张镇刘堂村河段用水泥加固河坡。 陈清林 李贵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