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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高标准农田内农机正在作业成都平原高标准农田内农机正在作业。。

成都粮油基地成都粮油基地。。

天府农博园智慧大田中的巨幅稻田画天府农博园智慧大田中的巨幅稻田画。。

□□ 祁千里

号角声起，一场没有硝烟的新冠肺炎
疫情阻击战迅速推进，四川省成都市进入
非常时刻；开镰声响，一场没有对手的秋收
大赛争分夺秒，天府之国进入农忙时节。
随着成都市在新冠肺炎疫情社会面清零攻
坚战中逐渐赢得主动，秋收一线也不断传
来好消息：邛崃市十万亩高标准农田粮油
产业示范园首次进行百亩规模连片实产验
收，平均亩产达 708.8 公斤；崇州天府粮仓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开展的四川省生物
育种重大科技专项“绿色高效超级稻品种
培育”项目现场测产验收结果出炉——超
级稻品种“川康优 6308”平均亩产达 783.6
公斤，相对普通优质水稻的亩产高出180多
公斤……

与此同时，位于成都市新津区的天府
农业博览园内，也是一片繁忙景象。这里
是第 5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场活动
举办地，连日来，丰收节组委会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按照时间表和任务图，有
条不紊地筹备各项工作，准备用一场精彩
纷呈的丰收大戏，献礼即将召开的党的二
十大。丰收背后，是成都市围绕粮油产业
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6
月来川视察时提出的“打造新时代更高水
平‘天府粮仓’”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加
强耕地保护、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
在城乡之间下的一盘大棋。

礼赞丰收迎盛会——
农博园里品味天府丰收

味道

走进天府农业博览园，阳光照耀下的
智慧大田中，沉甸甸的稻穗将稻秆压弯了

腰，站在高处可以看到藏在田中央的惊
喜——20 组稻田画在大田里铺展开，在互
联网上“火出圈”。设计团队应用卫星定
位、3D 数字测绘等技术，通过精巧布局不
同的作物品种，最终呈现出壮美大地景
观，寄托着人们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的美好愿景，成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
场活动的一大看点。

天府农业博览园这个规划面积达 129
平方公里的重大项目，是四川省委、省政府
着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四川由农业
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作出的重大部署，旨
在打造四川会展农业的标杆、产业融合发
展的载体、乡村振兴的示范，致力呈现“永
不落幕的田园农博盛宴、永续发展的乡村
振兴典范”。自2019年9月24日起，天府农
业博览园5类29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3年
时间，蓝图已经变为现实，青苗、瑞雪、星河
公园等一个个充满农耕趣味的农博展馆即
将在“庆丰收 迎盛会”的欢呼声中掀起神
秘面纱。毫无疑问，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
主场活动的落户，为成都乃至四川开启“农
博引领乡村振兴”新篇章增添了新动能，按
下了快进键。

在天府农业博览园内，稻谷簇拥成金
色的海洋随风摇曳。眼看着稻穗一日比一
日沉，农业职业经理人游静按捺不住丰收
的喜悦，没事便踱步到田间查看。“灌浆饱
满，很不错呀。”游静俯身扯下几粒稻谷放
在手心揉搓，脸上露出得意。今年，游静种
植了4000亩“全优1606”，产量好，米质也达
到了双国标一级米。虽然今年成都遭遇多
年不遇的持续高温干旱，但由于处于都江
堰外江灌区，水源充足，对游静来说影响并
不大。

今年，成都粮食播种面积预计将超过
570 万 亩 ，总 产 量 在 229 万 吨 以 上 。 自
2020 年起，成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连
续实现正增长，扭转了十余年来粮食播

种面积和产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增长的
背后，是成都市委、市政府深刻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系列重要论
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成都“大城
市带大郊区”的超大城市实际，在粮食安
全上突出一个“保”字，保面积、保产量、保
持一定的自给率，坚决落实“饭碗一起
端，责任一起扛”。

8 月底，成都平原水稻迎来收获，开镰
声这边响罢那边又起。成都市各区（市）县
一手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手抓秋收秋
种，农业农村系统主动靠前，收集水稻机
收作业需求和计划收获时间，有序调度农
机精准作业，促进水稻收割平稳有序进
行。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今年成
都水稻播栽面积 223.85 万亩，截至 9 月 20
日，全市水稻收割面积 187.7 万亩，收割进
度已超80%。

庆丰收，迎盛会！让我们在这丰收的
季节，相聚天府农博园庆贺丰收共享丰收，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拼在一线强根基——
“一带十园百片”成都大手

笔布局粮油产业

在成都市各大工业园区里，全面推行的
“防疫泡泡”保障工厂车间，在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下生产不停、链条不断、秩序不乱。而
在各大农业园区，不仅秋收秋种有条不紊，
一个更大的政策利好引发热议——到 2024
年末，全市耕地面积的 75%以上都将进园
区，建成国家级和省级粮油（粮经）产业园
区 15 个以上，这意味着成都农业园区建设
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而这一切的题眼
便是粮食。

不久前，成都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
公厅正式印发《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成都片区的实施方案》，指出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6 月来川视察时提
出的“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四
川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保障
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坚决守住都江堰精
华灌区优质良田，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成都片区。

“一带十园百片”，围绕粮油产业建设
的大棋已然落子成势——未来三年，成都
市将提升建设 1 个十万亩粮油产业带、10
个以上十万亩粮油产业园区、100 个万亩
粮经复合产业片（园）区。按照规划引领、
连片建设的原则，遵循成都平原农田肌
理、水文特征、资源禀赋，按照全域规划、
应纳尽纳要求，把永久基本农田优先纳入
规划范围，全覆盖布局高标准农田，珍惜
并用好每一寸土地。此外，“一带十园百
片”区域内耕地每年至少要种植一季粮食
作物，重点发展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
物，鼓励发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统
筹考虑城市“菜篮子”供应需求，发挥水旱
轮作传统种植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粮-油、
粮-菜复合种植。

其中，这个大手笔的十万亩粮油产业
带独辟蹊径，利用中心城区环城生态区成
都绕城高速公路两侧各 500 米范围内及周
边 7 大楔形区域，以稻麦、稻油轮作和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为主，营造壮美秀阔的
大地景观，集成应用展示良田、良种、良法、
良机、良制“五良”融合新模式新机制。到
那时，开车疾驰在成都绕城高速，青青麦
苗、金黄菜花、层层稻浪在车窗外闪现，现
代都市与乡村田野相互交融，让人充满
期待。

为了让“一带十园百片”规划落到实
处，由成都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牵头，相关市级部门参与的工作专班将定
期调度推进情况，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成

都市还将修订完善成都市现代农业功能区
及园区分类认定标准和补助政策，在市级
现代农业园区评定中，优先支持粮油产业
带、产业园区、产业片区。自 2022 年起，采
取竞争性评选的方式，对“一带十园百片”
进行考评认定。按照成熟一批认定一批的
原则，力争通过 3年时间认定 100个左右市
级星级粮油现代农业园区。

要素保障增活力——
“十化同步”打造更高水平

“天府粮仓”

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从天府
农业博览园上空向远处眺望，成都平原已
经由绿转黄，尤其是那铺展开的金色稻田，
得益于千年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无私灌溉，
用粒粒饱满的稻谷慷慨地回馈种田人的辛
劳，延续着“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
传奇。

坐拥都江堰精华灌区优质良田，肩负
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核心区使
命的成都，将如何诠释“更高水平”？成都
的答案是“十化同步”，即打造形成农田标
准化、土地股份化、生产规模化、品种优质
化、全程机械化、主体职业化、服务社会化、
产品品牌化、管理数字化、效益多元化的新
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核心区。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我国确保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本战略，成都拿出的

“十化同步”方案可以说是这一战略的升级
版。如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产能为首要
目标，成都市提出要实现“一带十园百片”
区域内高标准农田全覆盖，道路通达度平
原区域达100%、丘陵区域达90%以上，农田
灌溉保证率达 80%以上，地力提升 0.3 个等
级。同时，在产业带及每个产业园区打造1
个千亩科技研发应用核心区，每个产业片

（园）区打造1个百亩科技研发应用核心区，
在此基础上突出全程机械化，促进农机农
艺深度融合，“一带十园百片”区域内新品
种、新技术、新材料推广应用面达98%以上，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要达90%以上。

升级之处在于，成都市从农业全链条
考量，高度重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构
建：在组织形式上，突出土地股份化，大力
推广以“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
人+农业综合服务体系”为核心的“农业共
营制”；在经营主体上，突出职业化，“一带
十园百片”区域内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职
业经理人覆盖面达 100%，社会化服务覆盖
率达100%；在价值维度上，突出产品品牌化
和效益多元化，打造一批粮油特色品牌，推
进农商文旅体医融合发展。

为实现“十化同步”这一目标，成都市
配套了一揽子政策措施，干货满满。在园
区建设上，对评定为市级星级园区的给予
一次性项目补助，五星级园区 1000 万元、
四星级园区 500 万元、三星级园区 300 万
元，对晋级的园区实行补差奖励；在高标
准农田建设上，在中央、省财政补助 1500
元/亩的基础上，市级财政最高按 1500 元/
亩补贴，各区（市）县根据各自实际安排补
助资金，全市高标准农田补助标准力争达
到 3500 元/亩；在科技攻关上，围绕提升

“天府粮仓”科技应用水平，每年安排粮油
绿色优质高效集成技术研发推广应用等
经费 5000 万元以上。此外，粮食烘干中心
建设、农业职业经理人社保补贴项项都是
真金白银，可见成都市委、市政府的决心。

新时代肩负新使命。成都正因时而
谋、乘势而为，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牢
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贡献自己的力
量。天府粮仓，丰收有道！

本版图片由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新津
区委宣传部提供

丰收捷报传 天府粮满仓
——四川省成都市聚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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