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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绵万里逐春光， 麦苗青青

展新颜。

春耕备耕正当时， 科技日报

记者驱车穿越河北、 河南和山西

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沿途地平

野阔，沟通渠畅，农田监测站和大

型喷灌设备林立田间， 处处呈现

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

随着我国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各地掀起了

高标准农田建设热潮。田成方、林

成网、电安全、智共享……这样的

高标准“标配”让一方方粮田真正

变成了良田。

高标准孕育新希望

“砰砰砰……”

�3

月

13

日，在河北省高碑店

市半壁店村农田里， 一台开沟机

正在开挖全自动地埋喷灌管道

沟。 说话间， 一条深

1.3

米、宽

0.15

米的管道沟挖掘完成。

“这种水肥一体机喷灌头埋

在地下

0.4

米处， 浇水时水压将

其顶出地面。设备的智能性，让田

间耕种与管理更便利。 ”半壁店村

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庞国宽

告诉记者，该设施建成后，将支撑

起村里

150

亩农田浇灌。

“这与传统的滴灌设施相比，

不仅节约了水肥和人工， 还能实

现平衡施肥。 ”在农田改造提升现

场， 高碑店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 局长夏广明自豪地说，“这是

当前建设高标准农田的‘高配’。”

在河南省西平县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麦田里，记者看到，这里沟

渠纵横交错， 平移式水肥一体化

喷灌机与田间沟渠相连。

“这片

1.2

万亩的麦田，由我

们统一流转、投资和运营。 ”河南

水投柏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台晓林介绍， 高标准农田建

设让这片原先旱不能浇、 涝不能

排的“望天田”变成了高产稳产的

麦田。

台晓林边检修喷灌机边对记

者笑言：“改造后的麦田亩均增产

300

多斤， 现在这一片就是

300

多万斤。 ”

高科技赋能新增长

土壤墒情监测、 病情信息监

测、 虫情信息监测……这是记者

在高碑店市方官高标准农田智慧

监测站里看到的现代种田的“黑

科技”。

“我们建了

3

个这样的监测

站。 ”夏广明尝到了通过科技挖掘

粮食增产潜力的甜头， 他告诉记

者，今年将再建

2

个监测站。

“向科技要单产是增加粮食

产量的根本出路。 ”河北省农业农

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处长唐世民

告诉记者， 在高标准的农田建设

中， 河北不仅着力发展高效节水

灌溉设施， 还添加了许多智慧农

业元素。

在河北省曲阳县西

流徳村

集

中连片麦田里， 记者看到一台正

在加紧调试的中心支轴喷灌机。

“手机就能远程操控这台设

备 完 成 周 边

1500

亩 农 田 的 喷

灌。 ”太行城乡建设集团高标准农

田项目指挥部负责人陈冬兵告诉

记者。 如今，手机成了种田新“农

具”。 而智能喷灌设备，让我国集

中连片农田的喷洒效率更高、更

均匀、更节省人力。

农田输配电是我国高标准农

田建设重中之重。 在高碑店市军

庄村高标准农田配电施工现场，

记者看到几名供电人员正在组立

电杆、安装引线、紧固螺栓……

“这是为军庄村千余亩农田

增容的农灌变压器。 ” 国网高碑

店市供电公司新城供电所所长张

建永说，改造后，能为大型伸缩式

喷灌机提供强劲电能支撑。

“现在的农田是‘聪明田’。 ”

河南省郸城县种粮大户王雷指

着改造后的农田说， 田间有物联

网控制中心、气象观测站等，这些

都是他粮食增产稳产的“法宝”。

高效能释放新活力

去年， 庞国宽有了一个新身

份———高碑店市高农土地合作社

联合社理事长。 他笑盈盈地告诉

记者， 联合社托管了

6

个村的

3100

亩土地， 实现了“小田”变

“大田”。

“大田可以推平田埂。 ”庞国

宽说，这意味着扩展了农田面积，

“这在之前是不敢想的事。 ”

庞国宽的“规模种粮”，正是

高碑店市探索党建引领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新模式。

“我们通过支部引领了合作

社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深度结

合。 ”高碑店市方官镇党委书记崔

爱民说， 他们以此新增粮食生产

能力和产值

15%

以上。

与高碑店市一样， 山西省翼

城县创新实施了“高标准农田

+

土地流转”模式，变“碎片经营”为

“规模发展”。

�2023

年，翼城县新增土地流

转面积

1

万亩， 土地经营权流转

总面积达

3

万亩， 累计“减垄增

地”

300

亩，在

4

个种粮大户集中

连片流转区域建设高标准农田

5000

亩。

“我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要

体现在耕地肥力恢复和地力提升

上，更要将‘地’与‘技’有机融合

起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平

说，只有突破粮田重大科技瓶颈，

补足土地“短板”，才能提高我国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据《科技日报》）

天津市

设施农业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 天津市将发展设施

农业作为打造现代都市型农业升

级版的重要抓手， 制定专项实施

方案和指导意见， 加大资源要素

配置力度， 引导和撬动金融资金

和社会资本进入，形成多渠道、多

元化、 多层次的资金投入格局和

保障机制。

强化支持保障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

2021

年

安排

10

亿元财政资金，新建设施

农业面积

20

万亩，推动设施农业

向节能型和宜机化的发展方向 ；

每年安排不少于

1500

万元财政

资金，支持设施棚室保险，提供风

险保障

8

亿元以上； 实施设施农

业标准化提升改造项目， 注重设

施实用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推动

老菜田区生产设施由传统简易型

向高性能型迭代升级。 二是创新

金融支持。 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

券支持设施农业建设项目， 现有

储备项目

10

个，总投资

13.24

亿

元； 推进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支持

现代设施农业建设， 先后推介多

个项目纳入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库，总投资

3

亿元以上；支持商

业银行创新服务模式， 跟踪设施

农业重点项目提供供应链融资 、

订单融资、 电商融资等供应链金

融服务，涉及金额

2.5

亿元。

优化资源保障

建立“要素跟着项目走”工

作机制，筑巢引凤，吸引设施项目

落地落实。 保障用地方面，加强土

地流转指导和服务， 明确设施农

业建设相关用地标准， 针对控沉

区水源转换设施用地需求， 将其

辅助设施比例由不超过

10%

调整

为不超过

12%

，保障集雨储水、水

处理及节水灌溉等辅助设施用

地。 保障用水方面，结合中型灌区

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建设项目 ，

开展骨干渠道改造、清淤；结合高

标准农田建设， 为设施农业园区

配套灌溉和排水等设施； 抓好农

艺节水， 加大集雨水窖、 储水罐

（池）推广力度 ，做到“天上水”、

“地表水”、“地下水”、“外调水”

四水齐抓，有效保障用水需求。

创新人才保障。 实施“海河

英才”行动计划，借助“乡村振兴

产业（人才）联盟”吸引专业人才、

技能劳动力参与设施农业示范园

建设，并在落户、住房保障、职称

评定、 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等方

面给予政策倾斜。 完善新型职业

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强化技能培

训，让更多的农民成为生产、经营

的行家里手， 提升产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 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参与设施农业建设， 培育以设施

种植为主的示范社

144

家、 家庭

农场

133

家， 其中国家级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

69

家。

加强科技保障

狠抓标准体系建设， 针对天

津市不同区域设施类型， 组织行

业专家制定了

5

种主推棚室建造

技术规范，编制了

44

个设施主栽

品种生产技术规范。 依托蔬菜产

业创新团队，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

开展创新与示范推广， 鼓励引导

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建立产业

技术联盟，多学科、多部门协同创

新攻关， 利用现代信息、 人工智

能、 物联网等技术， 研发配套装

备，实现设施装备智能化。 发挥设

施装备制造业优势， 打造温室大

棚型材重要生产基地， 相关技术

达到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设

施型材不仅满足国内

20%

的市场

需求，还成功出口到日本、韩国、

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王田）

陕西

加快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 陕西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揽，大力

发展千亿级设施农业工程，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

进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设施农业已成为全省农

业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

2022

年，

全省设施农业种植面积

351

万亩， 产量

1121

万

吨，综合产值突破千亿元，达到

1002

亿元。

强化组织领导，凝聚发展合力。 建立“省负总

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省级成立省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为召集人， 相关部门为成员的联席会

议，各地成立相应协调机构，统筹推进工作实施。

一是突出规划引导力。 编制《关于实施“

3+X

”工程

加快推进产业脱贫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的意见》及

《陕西省“十四五”现代蔬菜产业发展规划》，进一

步优化产业结构，精准布局产业，规划打造大漠 、

陕北黄土高原沟壑山地、西咸都市、关中东部、关

中西部、陕南食用菌六大设施农业发展板块，推进

集群化、板块化发展。 二是提升部门协作力。 农业

农村、发展改革、财政、商务、水利等有关部门加强

政策协同，发挥资金、项目、举措的叠加效力。 三是

注重考核督导力。 逐级编制工程规划和实施方案，

明确各级总体任务、阶段目标、实现路径 、重大项

目，并将产业发展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定期督

导考评。

强化科技支撑，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深入开

展科研联合攻关，建设省市县联合试验示范基地，

集成推广应用关键实用技术。 一是强化示范带动。

在全省集成示范推广设施农业“三改一提”核心关

键技术（即改造棚型、改良土壤、改灌溉用水和方

式、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抓点示范、以点带

面、整体推进，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绿

色高效生产技术推广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有效推

动全省设施农业转型升级。 二是探索技术创新。 聚

焦难点热点问题，积极探索熟化一批“技术优 、能

复制、可推广”技术模式，延安市形成淤积坝、集雨

池、软体窖、集雨罐等多种集雨灌溉模式，咸阳市

形成新型棚体

+

集雨罐

+

水肥一体化

+

机械化自

动化技术模式。 三是推进全产业链建设。 按照“延

链、补链、强链”思路，聚焦产业发展短板弱项，突

出重大项目建设、聚力重点示范县打造、加大龙头

企业培育，示范和引领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

当地经济发展，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022

年

蔬菜全产业链

10

个重点县区建设项目联农带农

42258

人，带动新增就业

3690

人。

（据中国农网

)

广西

春收粮食

连续 5 年“三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公告，

2024

年广西春收粮食面

积

183.9

万亩，同比增加

3.75

万亩，增长

2.08%

，增

幅居全国第

7

；产量

29.9

万吨，同比增加

0.9

万吨，

增长

3.1%

， 增幅居全国第

7

； 单产

162.39

公斤

/

亩，同比增加

1.44

公斤

/

亩，增长

0.89%

，增幅居

全国第

12

。 广西春收粮食连续

5

年实现面积 、产

量、单产“三增长”。

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悉， 早在

2023

年

四季度， 广西就组织召开全区粮油生产工作会商

会、全区秋冬种生产暨收籽油菜扩种及大面积单产

提升推进会等会议，高位统筹、及早谋划部署，多措

推进秋冬种工作。 制定秋冬种生产指导意见，科学

谋划秋冬种生产种植结构布局，层层分解落实种植

任务。 落实惠农政策，充分调动种粮积极性。

同时加快良种良法普及应用。全区冬马铃薯种

植集中在桂东、桂南地区，依托各地冬季种植习惯，

大力推广“稻

-

稻

-

薯”一年三造粮种植模式，重

点抓好优化作物茬口衔接， 指导种植主体根据实

际，合理选择“早熟早稻

+

早熟晚稻

+

马铃薯”“蔬

菜

+

早熟晚稻

+

马铃薯”“春玉米

+

早熟晚稻

+

马

铃薯”等“三造”种粮模式。 通过引进和应用脱毒马

铃薯良种，提高脱毒良种覆盖率，有效减轻晚疫病

发生程度。 重点推广马铃薯高垄双行地膜覆盖栽培

技术，通过有效改善和控制田间灌溉条件，合理密

植，提高出苗率，增加有效种植苗数，稳定马铃薯的

产量。

（阮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