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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新农村R
■“三农”这十年R

望天田变成丰收田

农村水利设施不断完

善，耕地质量提升

秋日的内蒙古河套灌区，沃野千里，铺绿缀

黄，孕育着新一季的丰收。

“黄河水淌到地头，过去的望天田也能一年

两收。”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乐村种粮大户薛志

强 感 慨 ，“ 今 年 浇 足 了 四 遍 水 ，小 麦 亩 产 达 到

900 多斤。燕麦草压茬播种，再过一段时间就

能收获了。”

说起种地变化，薛志强打开话匣子：“过去盼

不来水，只敢种葵花等耐旱品种。如今，水渠修

到地头，还抹成水泥面，浇地方便多了。”

农 田 提 质 量 ，种 粮 添 底 气 。“土 地 整 理 后 ，

碎块田变成了连片田，咱能标准化种植；过去

只管浇不管排，盐随水来，土里盐碱多。如今

灌排渠系连通，地力恢复了。”薛志强说，“我托

管了 1 万多亩土地，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麦

子全部通过订单收购，收购价比市场价高出 5
毛左右。”

为薛志强供水的，是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

展中心正稍渠供水所二闸段。“二闸段长 20 公里

左右，灌溉 6.8 万多亩耕地。这些年我们重建闸

口，衬砌水渠，安装计量设备，让大家伙儿浇上及

时水，用上放心水。”段长柴尔荣介绍。

从田头到源头，水利设施不断完善。河套灌

区完善渠系，改建涵闸，配套农田输配水管网，实

现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灌溉到节水高

效的升级。目前灌区拥有七级灌排渠（沟）道

10.36 万条、6.4 万公里，多年平均粮食总产量约

300 万吨、油料 60 万吨。

10 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全面推进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灌区质量，扩大灌溉面积。目前，

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54%，

生产了全国总量 75%以上的粮食和 90%以上的

经济作物。其中，大中型灌区 7000 多处，有效灌

溉面积 5.05 亿亩，为稳定粮食产能提供了重要

支撑。

“但同时，一些地方存在着灌区年久失修，灌

溉效率较低等情况，水利部门积极筹措资金，实

施灌区水源工程及输配水工程改造、加强信息化

建设，着力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水利部

农村水利水电司副司长张敦强介绍。

水网连上互联网，浇地更高效。甘肃省景泰

川 电 力 提 灌 工 程 ，引 黄 河 水 浇 灌 良 田 100 多

万亩。

在这里，40 多座泵站、1300 多条水渠，把黄

河水多梯级提升几百米高度。如何高效灌溉？

“‘一张网’实现科学精准调配水资源。”景泰川电

力提灌水资源利用中心科技信息处处长张景辉

介绍，“节点泵站和主要取水口安装先进计量仪

器，数据实时监测、统计汇总，实现用多少水、放

多少水。”

从智能化管理到视频实时监控，从靠人力到

靠算力，一系列新技术让灌区运行更智慧。“信息

化建设，不仅有效地保障各类工程安全稳定运

行，更提升了渠系水利用率，为农业生产提供稳

定水源。”张景辉说。

现代化改造让老灌区焕发新生机。“十四五”

期间，124 处大型灌区和 1000 多处中型灌区将实

施 现 代 化 改 造 ，可 以 新 增 恢 复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1900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约 1.2 亿亩。

大水利连上小农户

建 管 并 重 ，打 通 灌 溉

“最后一公里”

让丰产水畅流田间地头，既要打通大动脉，

还要畅通微循环，打通“最后一公里”。

在陕西省宝鸡峡引渭灌区，1161 公里长的

渠系，引渭河水浇灌 291 万亩耕地。一渠清水翻

山越岭，让渭北旱塬变成“三秦粮仓”。

在灌区下游的礼泉县西张堡镇土洞村，村民

张测产浇上了及时水，“玉米‘喝’足水，穗子结得

壮实，亩产预计能到 1500 多斤。”

“这多亏了田间‘毛细血管’。”张测产说，“这

几年，村里疏通硬化了灌溉渠，水流速度快了，跑

冒滴漏少了。平时专门有人清淤除草，巡护检

修，用水的时候不会耽误事。”

“我们科学调度，足量引水，准时放水，做好

干支渠和末级渠的交接。”宝鸡峡引渭灌溉中心

礼泉总站阡东管理站站长魏国说，“守好‘水龙

头’，让群众用上满意水。”

为了保障玉米等秋粮作物的丰收，宝鸡峡灌

区对输水各级渠道进行拉网式检查，调动一切可

利用的水源，精准分配水量，8 月以来，每日灌溉

2.9 万亩。

灌溉水网不断补链联网。“水利部着力破解

重骨干、轻末端的问题，推进优先将大中型灌区

建成高标准农田，完善衔接工程和配套工程，形

成从水源到田间的灌排工程体系。”张敦强说。

打通“最后一公里”，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

用。在河北省成安县，三级农民用水协会，让浇

地有人管、能管好。

“浇地商量着来，用水纠纷少了。”成安县钟

楼寺村农民用水协会会长郭长明说，“过去，村里

地多井少，大家免不了抢水，甚至半夜都要有人

守在井边。如今有需求找协会，用水集中申请，

村民轮流浇地。”

“谁用水、谁管理、谁受益，农民管护的积极

性充分调动起来。”成安县农民用水协会负责人

田振磊说，“县里统筹各村需求，统一调度岳城水

库、滏阳河等水源，合理安排用水时段，推行轮灌

制度，让浇地更有序。”目前成安县设立三级农民

用水协会 200 多个。

建好更要管好。10 年来，水利部大力推进

乡镇水管站、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公益性专业化

服务队伍等基层水管组织建设。目前全国已建

成用水合作组织 6 万多个，服务灌溉面积近 3 亿

亩。通过创新管护体制机制，大力推进农田水利

工程管护主体责任、业主运行维护责任的落实，

农田水利设施长效运行有了保障。

从浇地变成浇作物

节水优先，实现增产增

效不增水

“从出苗到结籽，小水勤灌，玉米长得壮。”山

东省嘉祥县乡情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徐小占说。

徐小占算起节水账：“采用自动墒情监测设

备、水肥一体化设备，咱可以精准灌溉，相比于

传统方式，每亩地节水 50 立方米左右、节肥 20%
左右。”

节水账连着增收账。“过去浇地要几十个人，

现在一个人就能搞定，人工成本降了。就拿夏粮

来说，今年小麦每亩产量 1300 斤左右，节本增效

400 元左右。”徐小占说。

嘉祥是产粮大县，水资源并不丰沛。当地推

进粮食生产绿色高质高效，精打细算用好水。“县

里因地制宜示范推广水肥一体化、伸缩式喷灌、

移动卷盘式喷灌等技术，指导农民测墒节灌，努

力实现节水增效。”嘉祥县农业农村局土壤肥料

科科长陈宪信介绍。截至去年底，全县水肥一体

化技术覆盖面积 3.5 万亩，86 万亩耕地实现自动

监测墒情。

我国以占世界 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

养育了世界近 1/5 的人口。提升粮食产能，必须

挖掘节水潜力。10 年来，水利部门严格落实农

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灌溉用水效率

和效益不断提升。2021 年全国新增高效节水灌

溉农田 2825 万亩，农业实现增产增效不增水。

制度发力，拧紧农业节水“水龙头”。

“成交！”不久前，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

市，一场农业灌溉用水权交易成功举行。“合作社

管辖的二旗村二旗斗口 3900 多亩地，节水 60 万

立方米，全部以每立方米 0.252 元价格转让给企

业。”邵岗镇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克

明说。

“我们用交易所得的 80%补贴水费，大伙儿

的节水积极性更高了。”徐克明说，“土渠变成硬

化渠，手提闸变成自动闸，管水员统一管理，服务

水平上来了，用水量不断减少。”

核 定 水 量 、明 确 用 水 权 、开 展 市 场 化 交 易

…… 青 铜 峡 市 水 务 局 核 实 实 际 农 业 灌 溉 面 积

74.85 万亩，因地制宜将 4.47 亿立方米农业用水

指标确权到 117 个用水单位，搭建用水权二级市

场交易平台，让农民节水能够见到实实在在的

好处。

节水制度体系不断完善。10 年来，水利部

门因地制宜逐步明晰村组集体组织、农民用水

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社、农户等用水权，推动用

水 权 交 易 市 场 发 展 。 目 前 农 田 灌 溉 水 有 效 利

用系数为 0.568，较 10 年前提高了 0.052。计划

到 2025 年 ，初 始 水 权 分 配 和 交 易 制 度 基 本

建立。

“水利部门把农业节水摆在优先位置，强化

水资源刚性约束，完善节水设施，加强用水管理，

强化农业节水监督，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更

加坚实的水利支撑。”张敦强表示。

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54%，生产 75%以上的粮食

加强水利设施建设 夯实粮食产能基础
本报记者 王 浩

目前，山东省东营市胜利街道方里村村民李

梅有了新工作，成为村里的野外防烧荒巡逻员，

对负责区域内的乱倒垃圾、乱排污水、露天焚烧

秸秆等违规行为进行巡查。她说：“一年能有 3
万多元收入，还不耽误照顾生病的爱人，俺一定

好好干！”

“公益岗在救急托底助力困难群众增收的同

时，也缓解了基层公共服务人手不足的困难，有效

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胜利街道胜宏社区党委副

书记杨保兰说。

“着眼补齐基层公共服务短板，托底安置就业

困难群体，今年以来，我们创设了社会治理、疫情

防控督导、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多类公益岗位，截至

8 月底，累计安置各类就业困难群体 650 人。”东营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部一级主管刘军介绍。

如今，东营区龙居镇赵家村村民田立民有了

一个新身份——龙居生态林场防火员，“俺年龄

大、没啥技能，这份工作很适合俺。”

为了让 公 益 岗 发 挥 最 大 的 帮 扶 效 能 ，东 营

区 深 入 调 研 ，摸 清 了 277 个 村（社 区）就 业 困 难

群体分布情况，针对他们的意愿，建立台账，量

身安置。岗前培训“机构出单、镇街选单、政府

买单”，确保培训效果落到实处，实现“造血”式

帮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兜牢民生底线，今年

以来，东营市将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作为一项重

要的民生工程，靶向施策，精准设岗，截至目前共

开发公益岗位 1 万余个。

山东省东营市扩容提质公益性岗位

让困难群众端稳就业饭碗
周新峰 孙春燕

稻 花 飘 香 时 ，河 南 省 新 乡 市 平 原 新 区 水

稻 种 植 标 准 化 示 范 区 里 稻 浪 翻 滚 。 正 在 进

行 无 人 机 植 保 作 业 的 盐 店 庄“ 老 把 式 ”王 维

明满面春风，“标准化种植，插秧、植保、收割

各 环 节 有 了 一 整 套 地 方 标 准 ，种 地 更 有‘ 准

头’了。”

新乡市平原水稻标准化种植示范区负责

人赵建华介绍，标准化让稻米品质大幅提升，

不少加工厂、食品厂把示范区当成原料供应基

地，稻米变成了订单粮。

新乡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文亮介绍，近年

来，市里持续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围绕地域

优势特色产业，培育试点示范项目，农技人员

根据品种特性制定生产技术规程，品种、技术

一起推广，种植户只需按照标准操作就行。“抓

好品种选育和种植过程标准化，收成肯定差不

了。新乡小麦就是很好的例子，获评了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成了强筋麦的金字招牌。”河南省

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专家胡铁柱介绍，新乡小麦

品种“矮抗 58”已累计推广 3 亿多亩，实现增产

效益 300 多亿元。

标准化种植节本增效作用明显。“单算水

稻机械化育插秧这一笔账，一台插秧机顶 30 个

壮劳力，插得齐整，一亩地还能节省 270 元成

本。”王维明说。

标准化带来好身价。新乡标准化生产的

小麦基本上都是一级麦，价格高、不愁卖；加工

成面粉，出粉率高、效益好，深受市场欢迎。原

阳县葛埠口乡粮农阎文峰说：“标准化种地更

有赚头，去年俺种的优质小麦，每斤价格比最

低收购价高出 3 毛钱。”

张 文 亮 介 绍 ，近 年 来 ，尝 到 标 准 化 种 植

甜 头 的 新 乡 ，以 农 业 标 准 化 示 范 区 为 载 体 ，

推 动 沿 黄 生 态 带 高 质 量 发 展 。 重 点 以 滩 区

水 稻 标 准 化 种 植 为 基 础 ，建 成 平 原 水 稻 标

准 化 种 植 示 范 区 ；以 千 亩 槐 林 和 猕 猴 桃 种

植 为 依 托 ，打 造 平 原 示 范 区 美 景 现 代 农 业

标 准 化 种 植 示 范 区 ；以 封 丘 县 沿 黄 区 域 大

豆 、油 菜 种 植 及 平 原 示 范 区 秋 韵 菊 花 种 植

为 基 础 ，创 建 沿 黄 生 态 美 丽 经 济 标 准 化 示

范 项 目 。 目 前 ，新 乡 市 沿 黄 区 域 农 业 标 准

化 示 范 试 点 总 面 积 达 4 万 多 亩 ，效 益 逐 步

显 现 。

截至目前，新乡市已制定发布农业农村领

域地方标准 84 项，基本涵盖优势特色农产品各

生产环节，初步建立了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标准体系。“我们将继续推广标准化生产，持续

擦 亮 农 产 品 品 牌 ，进 一 步 夯 实 丰 收 增 收 的 基

础。”张文亮说。

河南省新乡市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农业标准化带来好身价
毕京津 姚青荷

种 子 是 农
业的“芯片”，必
须 集 中 力 量 破
难题、补短板、
强 优 势 、控 风
险，加快推进种
业振兴，用自己
的 手 攥 紧 中 国
种子，牢牢端稳
中国饭碗

“ 好 种 子 带 来 好 收

成。”山东省夏津县种植

大户程爱红感慨，“小麦

选用的是抗病性强的‘鲁

科 298’，晚播麦产量没

影 响 ，亩 产 1700 多 斤 。

玉米选种了‘登海 682’，

抗倒伏、耐高温，穗子大、

籽粒饱，丰收底气足。”

广 袤田野，一粒粒

良种生根发芽，打下了坚

实的丰收基础。多年来，

各地区各部门围绕基础

研究、品种选育、良种推

广等环节，不断补短板、

强弱项，培育推广了一批

突破性新品种。目前粮

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

覆盖，农作物自主选育

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

超过 45%，我国现代种业

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种源自主可控比过

去 任 何 时 候 都 更 加 紧

迫。优良品种拥有抗病

虫、产量高、品质优等特

性，既能减少农民劳动

强度，保障粮食稳产丰产，又能有效满足多元

消费需求。这些年，从超级稻到节水抗旱小

麦，正是一个个重大种业标志性成果，为粮食

产量连续多年站稳 1.3 万亿斤台阶提供了坚

实支撑。特别是在现有耕地、水资源等要素

约束下，无论是稳产能、提单产，还是增效率、

优结构，都迫切需要选育推广更多良种。

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种业自主创新与发

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发展基础仍不牢固。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必须

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加

快推进种业振兴，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

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要瞄准全链条精准发

力。种业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资源保护、育

种创新、测试评价和良种繁育等环环相扣，只

有逐项补短板，才能确保良种从实验室进入田

间地头。当前，面对部分种质资源消失的风险

增加等新情况，相关部门应加快摸清“家底”，

全面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加强对特色品种

普查、收集，及时将新发现的资源加以保护，高

质量建造种质资源库。此外，在育种、繁育、推

广等环节，要集中资源，选准关键品种，开展联

合攻关，以要素聚合、技术集成、数据共享，推

动一批重大新品种实现突破。

加快推进种业振兴，离不开龙头企业带

动。在我国农作物生产中，80%的种子靠企

业提供。但我国种业企业普遍规模小、竞争

力不强，亟待加大扶持力度。近日农业农村

部发布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名单，将引导资源、

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重点优势企业集

聚，加快培育一批具备集成创新能力、适应市

场需求的种业龙头企业。接下来，还应在加

强对接科研单位、提供稳定的支持政策、优化

营商环境上持续发力，推进创新成果快速产

出和转化，让更多龙头企业成为种业创新的

主力军和策源地。

播撒粒粒良种，孕育丰收希望。下大力

气推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我们一定能把种

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为亿万农民培育更多

好种子，把饭碗端得更稳。

把
种
子
牢
牢
攥
在
自
己
手
中

浩

子

图①：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鼓励农民发展葡萄产业。图为近日，

该县亚鱼乡沙子坳村的葡萄进入成熟期，吸引游客前来采摘。

胡攀学摄（人民视觉）

图②：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双才镇玉皇观村的莲藕进入收获时节，

村民抢抓农时采挖莲藕。

兰自涛摄（人民视觉）

金秋时节 喜迎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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