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是冬修水利的时机，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积极开展筑牢堤防、修理沟渠，
为农业生产和春耕备耕做好保障。图为1月4日，在新河镇南洋岙上桥头村，施工人
员正在浇筑高标准沟渠。 林绍禹 摄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操戈 邓卫哲

近年来，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农业
农村局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投资的方式，
引入海南富力热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整治撂荒地为抓手，着力培育高标准、机
械化、数字化、智慧化农业示范区。

在美兰区灵山镇，富力农业公司将农
民长期撂荒、条块分割、地力较差的1500
亩低效基本农田，通过土地流转、整合和

整治，建成高标准农田，恢复粮食生产。
在地力提升方面，美兰区邀请省内

外农业专家团队提供长期技术支持，通
过生物肥料、有机肥等方式进行土壤改
良。同时，对可能出现的病虫害进行预
判，从源头开始通过生物科技手段对种
子进行包衣，增强植物对病虫害抵抗
力。后期种植中，通过增施有机肥，微生
物追肥，确保产出的农产品在质量安全
和品质上都有保证。

海南海口市美兰区
整治撂荒地 建成新良田

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
着眼高产稳产、生态良好的目标，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该县正围绕4个乡
镇16个村1.89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全面推进。图为今年元旦前夕，靖州县渠
阳镇戈村高标准农田示范片建设现场。 梁华 陈顺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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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隆冬时节，记者在河南省淮滨县王
家岗乡丁岗村的高标准农田改造现场看
到，挖掘机挥舞铁臂，运输车来回穿梭，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此次王家岗乡共改造高标准农田
2.4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成以后，能够显
著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粮食生
产能力和防灾抗灾减灾能力，建成后项
目 区 粮 食 产 能 平 均 能 够 提 高 10% —
20%。”淮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局局
长司孝华告诉记者，2022 年淮滨县要完
成高标准农田建设15.5万亩。

为确保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顺利实
施，淮滨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政委、县
长任指挥长的高规格高标准农田建设指
挥部，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实行统一
领导、统一部署、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
一实施。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到
项目区现场办公，实地查看、听取汇报、
查找问题、现场交办、跟踪落实，带动全
县各个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围绕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目标，每天一碰头，问题不过
夜，抓实抓细项目规划、计划审批、进度
督查、验收考核等各个环节，有效推动了
建设工作开展。

淮滨县在高位统筹项目建设的基础
上，探索建立县级监管、乡镇管理、专业
监理、群众监督和第三方质量检测“五位
一体”的监管体系，加强事前、事中、事后
监管，严格项目投资关、技术关、进度关、
监理关、验收关，确保把高标准农田建成
民心工程、放心工程和廉洁工程。

“三分建、七分管”，高标准农田管
好、用好，才能发挥长久效益。淮滨县本
着“一建就管”的原则，坚持关口前移，对
通过竣工验收的高标准农田，及时组织
乡镇完成固定资产登记，坚持“谁受益、
谁管护”原则，将管护工作制度化，签订
管护协议书，明确管护责任人，确保项目
工程长期高效率发挥效益。建立管护队
伍，落实“一长两员”制，选聘289名井长、
2890 名管护员、1500 名维修员组成管护
队伍，并采用“商险”基金为全县机井投保，开启农田水利设施
网格化管理模式。依托基层治理，推行网格化精细化治理模
式，按照常住 300—500 户或 1000 人左右为单位划分基础网
格，设置网格长和专职网格员，确保网格内农田水利设施“有
人管、管得好”。

同时，淮滨县严守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
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用途管制，规范占补平衡，强
化土地流转用途管制，推进撂荒地利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基本农田“非粮化”。深入推进乱占耕地问题专项整治，
对“大棚房”问题进行拉网式排查清理，任命县乡村三级“田
长”共310名，确保全县115.93万亩耕地用途不变、面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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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冬闲”时节正值高标准农田建设施
工“黄金期”。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
巴彦呼舒镇查干敖瑞嘎查，大型机械往
来穿梭，经过平整地垄、清运积土、填埋
渠沟等系列工程建设，零零散散的土地
逐渐变成了“田成方、路成网、渠相连”的
高标准农田。

这是内蒙古建设高标准农田的一个
缩影。2022 年秋收以后，内蒙古各地抢
抓施工窗口期，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土
地平整大会战”，再完工 160 万亩，提前
完成 2022 年全区新建 400 万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任务。

近年来，内蒙古粮食生产实现连年丰
收。这丰收的背后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打
出的“组合拳”，是新良种、高科技、高标准
赋能农田质量提升的见证，更是生态环境
改善给予草原人民的馈赠。

高位推进
让更多农田变“良田”

春播前和秋收后是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两个施工窗口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政府高位推动，将建设任务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主要领导亲自督办落实。各级
农牧部门早谋划、早动手，从 2021 年 12
月份开始，就在全区开展“土地平整大会
战”，集中力量完成项目施工，抢在 2022
年春播前建成 240 万亩高标准农田并投
入使用，实现当年投产当年见效，增产粮
食 4.8 亿斤，为保障自治区粮食“十九连
丰”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亚平是四子王旗大黑河乡太平庄
村返乡创业的种植大户，共流转土地
7500 多亩。“种植马铃薯效益高，但由于
资源条件限制，只能种植 2400 亩的马铃
薯，其他地块只能种旱作小麦和燕麦。
政府实施了高标准农田项目后，同样的
水资源，我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增加到
3500 亩，同时还可以种植 500 亩的玉
米。比种小麦和燕麦产量高了许多，收

益也增加了。”李亚平介绍说，“高标准农
田就是智慧节水灌溉农田，比传统灌溉
模式平均节约用水 30%，节约用肥 15%，
节约用药 20%，节约用电 30%，节省人工
15%，增产 10%以上，有效地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保护耕地，增加种植收益。”

无独有偶。在 1000 多公里外的赤
峰市敖汉旗四道湾子镇四德堂村，一块
农田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敖汉旗学波家庭农牧场位于四德堂
村，现有耕地 1.3 万亩，2022 年开始建设
高标准农田，已建成 0.3 万亩，项目区种
植作物为大豆。据统计，项目区当年化
肥折纯用量减幅 12%以上，化学农药折
纯用量减少 8%以上，平均单产水平提高
300斤以上，亩均增收 600元。

这一切正是内蒙古重视高标准农田
建设的生动例证。为逐步将永久基本农
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自治区政府印
发《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十一条政策措
施》，出台了取消市县两级配套资金、许
可审批绿色通道、资金专户管理、工程款
按进度支付、新增耕地归集体经营、补助
标准实行动态调整、设立建设管护专项
奖励等多项重磅利好政策，进一步打通
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路径。

探索新路
让粮食生产能力只增不减

“针对我区建设任务重、财政家底
薄、施工时间短、项目分布散的特点，我
们创新举措，建立了三大项目管理体
系。”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农田建设管理
处处长林利龙介绍，自治区建立了“十一
条政策措施”、2 个专项规划和 18 项配套
制度的政策保障体系，建立了项目入库
审核、初步设计复核、跟踪调度通报、分
级监督检查、滚动式排查整改的全链条
质量管控体系，建立了分区域明确标准、
分类型确定投资、分阶段支付工程款、专
户管理、政银合作、保险参与的创新性资
金保障体系，从自治区党委政府到盟市
旗县和各级农牧部门层层盯办、层层把

关、层层监督，有力保障了高标准农田建
设一片，成功一片，发挥效益一片。

完善的项目管理体系充分保障了全
区高标准农田的高质高效运行，内蒙古
自治区农牧厅在此基础上还探索开展了
差异化项目布局和多元化的工程建设两
大建设模式。聚焦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等“三个优先区域”，主动融入黄
河流域、一湖两海、察汗淖尔等重点区域
发展治理。推广“三打破、五统一、一重
新”的“大破大立”整治模式。实施旱作
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 360 万亩、盐碱化
耕地改良试点 12.2 万亩、绿色数字高标
准农田试点 11万亩。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头道桥镇联
增村“四级联创”核心示范区指挥平台
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颜色代表的 10
年来全旗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这块是
没有经过‘大破大立’方式建设的高标准
农田，杂乱无章，粗楞大堰，灌溉不配套，
渠路混乱。而这边是建好的高标准农
田，不仅田成方、林成网，而且通过对气
象数据、实时生产情况、土壤墒情、病虫
害监测预警等数据的采集和监测，实现
了农作物产量的提升以及农作物产量的
预测，这样的田地我们有 45 万亩。”杭锦
后旗农牧和科技局局长余强告诉记者。

高效节水
让绿色发展理念“生根发芽”

2022 年入冬之后，腾格里经济技术
开发区嘉尔嘎勒赛汉镇查汉高勒嘎查农
民狄多枢开始享受惬意的田园生活。“我
55 岁了，家里种了近 300 亩地，多亏安装
了滴灌设施，现在种地比过去轻松了很
多。不是我吹，要是让我放开种，我一个
人就能种 1000 亩！”狄多枢告诉记者，以
前大水漫灌最辛苦的就是人，浇灌 40 亩
地得一天一夜，还得一直在地里看着；现
在铺设滴灌带后，300 亩地只需 10 小时
左右就能浇完，一点儿都不费劲。

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农牧业中心

主任翟青智说，以前种玉米采用大水漫
灌，每亩用水在 530 立方米以上，采用滴
灌技术后，现在每亩用水只需 404 立方
米，每亩可节水 126 立方米。按每立方
米水 0.26 元计算，每亩可节省 33 元，节
水增效效果十分明显。2022年开发区还
将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8367 亩，
2023 年 3 月项目竣工后，孪井滩灌区 8.5
万亩农田基本可实现节水灌溉全覆盖。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我区已探索
形成大兴安岭区喷灌补灌、西辽河灌区
浅埋滴灌、燕山丘陵区膜下滴灌、阴山北
麓高垄滴灌、阴山南麓集雨补灌、河套灌
区井黄双灌 6 大区域高效节水技术模
式，广泛应用形成限制使用地下水、高效
使用地表水、集蓄利用天上水的节水理
念。”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白云龙研究员说。

近年来，内蒙古深入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以提升粮食产能为
目标，以高效节水为重点开展高标准农
田建设，实现了亩均增粮 100 公斤，亩均
增收 140 元以上。截至目前，全区已经
建成的 4989 万亩高标准农田，占耕地总
面积的 29%，支撑了全区 2/3 以上的粮食
产能。其中 3273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占水浇地总面积 38%，年节水可达 33
亿方，实现了粮食丰产与绿色生态农业
发展双赢。

下一步，内蒙古高标准农田建设将
做好水、地两方面文章，做好农田灌溉水
利用规划，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和使用
效率，结合“三区三线”划定逐步推进将
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将
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与其他涉农领
域建设项目整合、新建与改造提升项目
统筹落实、建设与运行管护同步安排的

“三套组合拳”，进一步提升自治区农田
建设数量和水平。2023 年春播前，力争
再新建 250 万亩、改造提升 70 万亩高标
准农田投入使用，使 2023 年粮食产能比
2022年再增加 9.6亿斤，为自治区粮食丰
收夯实产能基础。

内蒙古全方位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粮食产能

节肥又省工 高产还增绿□□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2022年12月28日，2022年科创中国
新疆兵团植物营养与土壤健康高端论坛
在新疆石河子市举行。活动为期一天，
由农用微生物与药肥创制兵团重点实验
室、兵团生物肥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办，沃达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承办。来自俄罗斯自然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中国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等科研
单位的 15 位专家、教授莅临论坛，向线
上与会者讲授农药肥料高效精准施用技
术装备研发应用、智能化精准施肥技术
与装备、可降解地膜技术与农田残膜污
染治理等专题。

本次论坛旨在围绕植物营养与土壤
健康，在水肥一体化、土壤养分健康、植

物源农药、土壤养分快速检测技术与装
备领域，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互换交流
等方面的创新合作，贯彻新发展理念，实
现新疆农业绿色高量发展。

针对棉田残膜回收，中国工程院院
士陈学庚在发言中指出，地膜污染防控
确实有其严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

“农机、农艺、农膜、政策”多管齐下，“覆
管、回收、利用”一体化统筹推进。提高
地膜厚度和强度，为地膜机械化回收提
供可能，及时与机械化回收和农业措施
等统筹策划、集成配套、整体推进。只有
实现了地膜高质高效回收并资源化利
用，才能真正有效解决地膜污染问题。
对此，陈学庚建议，在新疆棉花产区建残
膜机械化回收示范基地，补贴农田残膜
回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举办植物营养与土壤健康论坛

□□ 钱续坤 陈锐

元旦假期，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
公岭镇五岭村党支部书记丁伯林格
外忙碌，他利用假期休息时间，以当
地水库兴修为契机，请来20多辆运输
车，把清淤出来的塘泥进行再利用，
推进村里400多亩低洼田改造，将“小
田”变成“大田”，提高农田生产效益。

“80 后”的丁伯林 10 多年前从安
徽大学毕业以后，毅然选择回到家
乡，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
兴。“我们的‘小田’变‘大田’改造，分

4个片区进行，总面积400多亩。改造
后，能够消除高低落差2米多，田块面
积平均达到8亩，施工半个月以来，我
们已经完成了 200 多亩，争取在春节
前完成整个项目。”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
则必成。这让我们备受鼓舞。”丁伯
林说，“我们低产田改造后，每亩承包
费可以增加 150 元左右，同时带动村
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最关键的是夯
实了农业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赋能。”

据介绍，农田改造完成后，村里

将会把田块进行整体流转，鼓励新型
经营主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参与经营，
推进农业生产向机械化、规模化、产
业化方向发展，实现粮食品质、产量
双提升，这将给农业生产、农民生活、
农村面貌带来崭新变化，有力推动农
业现代化进程，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
的农业基础。

据了解，2023—2025 年，怀宁县
将完成“小田”变“大田”改造 18.01万
亩，其中结合项目带动改造 11.53 万
亩，结合“大托管”、主体引领等改造
6.48万亩。

安徽怀宁县

推进“小田”变“大田”改造

□□ 徐小飞

近日，贵州省务川县镇南镇 2022年
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提升行动（旱改水）
项目举行了开工启动仪式。在项目建设
现场，挖掘机、铲车等大型机械在田间往
来穿梭作业，平整土地、整修道路、修筑排
灌渠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同步推进，

自“旱改水”项目实施以来，为补齐
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实现“渠相连、路相
通、旱能浇、涝能排”的现代农业生产格
局，镇南镇坚持以党建引领，采取“挂图
作战”的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

用，党组织牵头整地，农民党员带头改
地，利用冬耕时节，加快推进土地整治建
设，提升配套设施水平，改善农田灌溉及
耕作条件，为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和标准
化发展打好基础，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农民增
产增收。

据悉，镇南镇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
设质量提升行动（旱改水）项目总建设面
积350亩，涉及该镇4个村（社区），计划总
投资650余万元，建设主要内容为土壤改
良、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
环境保持及相应的配套附属设施。

贵州务川县镇南镇
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提升行动

1月1日，在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恩江灌区，施工人员正在排涝项目工地上忙碌。
永丰县水利建设者坚守岗位，在元旦假期加班加点忙施工，保障重点水利工程早建成
早受益。 刘浩军 摄

□□ 李世栋 邹彦龙

2022 年以来，甘肃省庆城县农
业农村局建立了以“政府主导，农
业农村部门牵头，行业部门协作配
合，镇村齐抓共管，群众广泛参与”
的工作机制，组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技术指导专家组，全程参与项目规
划、评审、督查、验收等各环节工
作，全面提高项目建设质量。

2021 年前，庆城全县已建成高

标准农田 22.54 万亩，占耕地面积
的 23.3% 。 2022 年，总投资 4676.36
万元，在庆城、卅铺、土桥、蔡家庙 4
乡镇 21 个行政村建设高标准农田
3.8 万亩。其中，新修梯田 6766 亩，
改良土壤 3.8 万亩，发展节水灌溉
6000 亩，新修田间道路 27.85 公里，
受益群众 9315 户 36809 人。项目的
落地实施，实现了小田变大田、闲
田变忙田、差田变良田，带来的不
仅是旧貌换新颜，也是基础设施大

提升，土壤大改善，更好地创造机
耕机播的耕收条件，真正让粮田变
良田。

项目建成后，示范引导群众种
植新品种小麦，发展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等，农作物亩均增产 40 公
斤，项目区群众年直接经济效益增
加约 150 元/亩。同时，鼓励群众通
过流转、入股等方式托管土地，获
得 土 地 流 转 、股 份 分 红 等 多 种 收
益，为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甘肃庆城县

齐抓共管确保农田项目建设质量

□□ 罗俊涵 刘敬宗

六台挖掘机在农田中来回作
业，通过机械整理，原本零散的小块
土地被整理成有序排列的连片梯
田，梯田一侧的排水沟渠整修也进
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已经成片、成型
的高标准农田十分壮观，引得不少
当地群众驻足围观。这是 2022 年入
冬以来，在四川省丹棱县仁美镇五
龙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的一幕。
截至目前，丹棱县已建成“田成方、
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
高标准农田 3.56万亩。

为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切实提
升粮食产能，连日来，位于丹棱县粮

油主产区的仁美镇、张场镇高标准农
田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我们结
合村上实际情况，实施‘退经还耕’
项目，连片腾退以藤椒、柑橘、蚕桑
为主的低质低效经济作物 700 余亩，
依托各级项目资金，把这一片建成高
标准农田，不断改善优化农业生产条
件。”据五龙村党委书记任忠兵介
绍，项目从 2022年 10 月动工，年底完
成主体工程建设，2023 年 4 月份全面
验收。项目建成后大春种植水稻，小
春种植蔬菜或中药材，每年能新增粮
食产量 300 余吨，新增村集体经济 16
万元。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核心是完
善农田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水平，通过

一系列改造，农田综合生产能力提升
10%左右。”该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周杰介绍，除仁美镇五龙村之外，丹
棱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还
涉及张场镇河湾村，项目总投资 345
万元，总共建设高标准农田 1000 亩，
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地平整 252 亩、地
力培肥 1000 亩、整治排灌渠 4414 米、
整治田间生产路 1064 米、农技培训、
耕地质量调查等。

据介绍，下一步，丹棱县将深入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
提升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加快实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攻坚行动，提高建设
标准和质量，切实把丹棱县建成新时
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示范片。

四川丹棱县

粮油主产区“整地”忙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