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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刚过，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塔下乡

长 山 村 的 种 粮 大 户 ，55 岁 的 艾 小 正 心 情 不

错，吃完早饭就下地察看。记者纳闷，冬闲的

田里还能种什么？跟着老艾来到收过稻子的

田里，只见一片青绿的幼苗在冬日的暖阳下

随风摆动，生机盎然。

“这是种了什么？”“花！”老艾笑呵呵地

说，“这花是红花草，又叫紫云英，春天一开

花，远远看去像一片紫色的云海。它的根能

固氮，提升地力，有助于水稻增产。”

在长山村，老艾带着记者，揭开高标准农

田建设促进地力提升、粮食增产的奥秘。

耕种更便利 稳粮底气足

“老艾！忙呢？”平整宽阔的机耕道上一

辆摩托车正由远及近，原来是村里的“田保

姆”严云方。听到招呼声，正在田里溜达的

老艾停下脚步，拍了拍身上的土，高兴地迎

上前。

“去年收成不错吧？”“老严，还真别说，去

年虽有旱情，我的田不仅没受灾，亩产还提高

了几十斤，多亏了这高标准农田。”

老艾所说的高标准农田，如今已遍布长

山村。2022 年，他一口气流转了 600 多亩，一

年下来赚了 20 多万元。

搁以前，老艾想都不敢想。“从前这儿的

水稻田，像蜘蛛网，到处是‘插花地’，该排灌

的时候，进水没渠，排水没沟，只能漫灌。遇

上旱天，放不了水；逢到收割，机器进不来。

辛辛苦苦种一年，却赚不了多少钱！”说起从

前，老艾和记者吐起苦水。

严云方接过话茬，告诉记者，长山村附近

属于丘陵地，地形崎岖，地块破碎。过去，村

里灌溉多用土沟，渗漏严重，土壤肥力下降。

老艾一直靠种地为生：“说实在的，曾经也想

出去打工。”

“前些年，村里有像老艾一样想法的人

不少。种多了忙不过来，种少了又不划算，

外面的种植大户也不愿意来种，村民种地的

积极性不高。”长山村党支部副书记曾晓娇

坦言。

2019 年，长山村开始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平整土地、建设沟渠和机耕道成为重点。

“仅建设灌渠就投入 355 万元，共建设引水渠

约 3 万米，排水沟近 4 万米，建设主机耕道近

4000 米 ，入 田 支 路 近 2.7 万 米 。”曾 晓 娇 说 。

同时，项目成立施工管理队伍，对工程建设

“线上线下”进行全程监管与指导。制定验收

评比方案，根据评比细则进行评分排名，奖先

惩后，大力推进施工进度。

2020 年，老艾流转的地从 150 亩增加到

300 亩，其中仍有 30 亩属于未改造田。就在

当年，老艾发现，每亩高标准农田的收成比未

改造田多了不少。“从 2021 年开始，我流转了

600 多亩，全都是高标准农田。”老艾说。

“有了机耕道，农机直接开到田里撒欢

儿，种地轻松多了。”老艾和记者算起账，每亩

地可以省去人工费 220 多元，亩产由过去的

500 公斤提高到现在的 570 公斤。

几年下来，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下，长

山村累计投入约 735 万元，全村 2700 余亩稻

田全部建成了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涵盖土

壤改良、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

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农田监测信息等

工程，通过水、土、田、林、路等综合治理，大幅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土地机械化耕

作水平和产出效益。

养好贫瘠地 保量又保质

改善高标准农田生产条件，保护农田生

态很关键。

自 2018 年江西开展稻油轮作休耕试点

以来，每年冬天，当地选择种植油菜的农户越

来越多。油菜能榨油、能观光，还能有助恢复

地力。今年，老艾不仅种了 200 亩油菜，还种

了 150 亩红花草。“江西的土地多是红壤，反

复耕种，土壤酸化板结。前些年，稻米的产

量、质量都在下降，而红花草的根能固氮，种

花是为养地。”上高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

李小毛解释。

老艾对此深有体会，前些年，自家的水

稻秧苗容易倒伏、僵化、矮化。为了增加产

量 ，大 家 盲 目 追 加 氮 肥 。 但 化 肥 带 不 来 优

质，反而造成了重金属超标。收来的晚稻，

拉到粮站，本想卖个好价钱，却被告知不达

标。无奈之下，老艾添了两台抽水机，来年

学着村民抽水晒田“透气”，费事费时，产量

依然不见增。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要让耕种更便利，

还要从源头上让贫瘠地得到休整。“我们在高

标准农田建设初期就做了准备，进行表土剥

离及客土回田，并进行深翻土，把杂草种子、

害虫翻到地底下。”李小毛说。

深耕后的土壤如何养护？先来点“酸碱

不良套餐”——石灰加土壤调理剂，调酸碱

度。“技术人员每年都会组织培训，并上门来

指导，引导大家往地里撒石灰。”曾晓娇说。

2022 年，通过监测，老艾的地 pH 值从 2019 年

的 5.8 提升到 2022 年的 6.7，其他肥力指标也

有不同程度提高。

光调酸治标不治本，要确保地力持久。

要想红壤不复酸，还要有科学合理的“营养

套餐”——加绿肥。如今，老艾农田所在的

示范区内，种植的油菜、红花草种子及飞播

服务，全部由政府无偿提供。“2021 年以来，

县农业农村局每年投入资金，免费为农田提

供堆肥，既提升土壤肥力，还十分环保。”曾

晓娇说。

近年来，上高县政府每年投入 900 多万

元，在包括塔下乡在内的 15 个乡镇 10 万余亩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示范区内施撒有机

肥，另外每年投入 100 多万元在示范区内种

植绿肥。“这些都对地力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上高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陈小云说。

智能化助力 增产促丰收

“以前靠锄头、靠经验种田，如今又多了

科技手段帮忙。”这几年，老艾已经逐渐树立

了科学种田的理念。

说话间，老艾掏出手机，给记者展示一款

名叫“江西省测土配方施肥系统”的小程序：

“你看，在手机上点一点，输入作物品种和期

待产量，系统就能针对性给出多种施肥配方，

频次、剂量一目了然，既省心又省力，有问题

还可以在线咨询专家。”

目前，“江西省测土配方施肥系统”小程

序已经由最初的单一施肥方案查询，扩展到

作物营养拍照诊断、查找供肥网点和施肥服

务查询等五大功能，还能通过微信在线联系

专家志愿者，咨询种植养殖技术难题，降低管

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这款小程序已在江

西全省得到广泛运用。

为配合测土配方施肥的开展，上高县还

在 全 县 设 置 了 耕 地 质 量 可 视 化 监 测 点 53
个 ，覆 盖 所 有 乡 镇 。“通 过 监 测 点 的 实 时 数

据，随时了解附近地块土壤的温度、湿度、酸

碱度等指标，以便第一时间告知农户。”李小

毛说。

当前，上高县全县耕地质量等级由 2019
年的 5.4 变为当前的 5.1，提升了 0.3 个点。

除了测土配方施肥，自动化育苗、插秧和

收割，虫情监测，无人机植保等智能化手段也

已走进田间地头，多措并举使地力变肥沃，粮

食产量持续提升。

据了解，上高县通过多种措施进行地力

提升改造后，亩均节约成本 70 元至 150 元。

近 年 来 ，江 西 省 累 计 建 成 高 标 准 农 田

2622.7 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64.3%。2022
年，全省粮食产量达 430.4 亿斤，连续 10 年稳

定在 430 亿斤以上。

最近，听说村里还准备流转出部分高标

准农田，老艾激动了好一阵子。“我还要扩大

种植规模。”站在田间，老艾满怀期待。

江西上高改善生产条件，改良土地质量

建起优质田 增产信心足
本报记者 王 丹

核心阅读

保耕地，不仅要保数
量，还要提质量。江西省
上高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不断改良土地质
量，提升地力，促进粮食增
产增收。如今，智能化软
硬件设施在上高县推广使
用，科学种田的理念日益
深入人心，促进管理成本
持续降低，种田效益不断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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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

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2022 年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去年

全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21.31
万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1.36 万 亿 元 。

其中 12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4
万亿元，同比多增 2665 亿元。截

至 2022 年 12 月末，我国本外币贷

款 余 额 219.1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4%，人民币贷款余额 213.99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1.1%。

分部门看，2022 年，住户贷款

增加 3.83 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

增加 1.08 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

加 2.75 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

款增加 17.09 万亿元，其中，短期

贷款增加 3.03 万亿元，中长期贷

款增加 11.06 万亿元，票据融资增

加 2.96 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

构贷款增加 1254 亿元。

在存款方面，去年全年，我国

人民币存款增加 26.26 万亿元，同

比多增 6.59 万亿元。其中，住户

存款增加 17.84 万亿元，非金融企

业存款增加 5.09 万亿元，财政性

存款减少 586 亿元，非银行业金

融机构存款增加 1.38 万亿元。

据 初 步 统 计 ，2022 年 全 年 ，

我 国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增 量 累 计 为

32.01 万 亿 元 ，比 上 年 多 6689 亿

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

民币贷款增加 20.91 万亿元，同比

多增 9746 亿元。截至 2022 年末，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44.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6%。其中，

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

额 为 212.4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9%。

在 货 币 供 应 量 方 面 ，截 至

2022 年 12 月 末 ，我 国 广 义 货 币

（M2）余额 266.43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1.8%，增速比上月末低 0.6 个

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 2.8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67.17万亿元，同比增长 3.7%，增速比上月末低 0.9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高 0.2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10.47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5.3%。去年全年净投放现金 1.39万亿元。

2022 年，我国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为 10.51
万亿元，其中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分别为

7.92 万亿元、2.59 万亿元；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为

6.76 万亿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 1.92
万亿元、4.84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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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 ，随 着 赴 新 加 坡 的 航 班 顺 利 起

飞，天津市正式打响 2023 年对外招商引资“第

一枪”。

“‘十项行动’提出后，我们快速围绕相

关行动分解任务，开展招商引资，抢抓经济

回暖的重要窗口期。”天津市商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8 天时间内，团组将在新加坡、中

国香港开展对外招商推介，推动一批在谈项

目加快落地。

提振发展信心，推动经济回暖。去年年

末，天津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落实党的二

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今后 5 年将组织实施

“十项行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行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科教兴市人才强

市行动、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滨海新区高质

量发展示范引领行动、中心城区更新提升行

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绿色低碳发展行

动、高品质生活创造行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行动。“十项行动”突出“行动性”，以各项行动

方案的扎实实施，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

“上午签约拿地，下午京津中关村科技城

管委会就牵头成立了服务专班，目前，我们的

新厂区开工在即。”隆冬时节，走进宝坻区京

津中关村科技城，工地塔吊林立，厂房机器轰

鸣，入驻企业联恒工业（天津）有限公司董事

长侯立华欣喜地说，“落户 3 年多，公司产值快

速攀升至 3.5 亿元，去年底，我们追加投资 5 亿

元，拿地再建 2.9 万平方米制造车间，研发生

产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品。”

“‘十项行动’的第一项就是‘实施京津

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我们要抢抓机遇，打

造更高质量的项目承接平台载体。”京津中

关村科技城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浩介

绍，近年来，宝坻中关村科技城打造“类中关

村”的产业生态服务体系，更深层次优化营

商环境，在前期探索出“拿地即开工”的成功

经验基础上，尝试“竣工即投产”的前置审批

服务改革试点，服务企业快速落地，快速投

产。眼下，宝坻中关村科技城一期 4.19 平方

公里基础设施已全面建成，像联恒工业一样

的企业已经入驻了 900 家，其中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占比近 80%。

实施“十项行动”

天津推动经济加速回暖
本报记者 武少民 李家鼎

本版责编：沈 寅 吕中正 韩春瑶

重庆组织商贸团出海开拓市场

本报重庆 1月 10日电 （记者常碧罗）一支由重庆市商

务委牵头、23 家渝企组成的商贸团近日启程前往马来西亚

和泰国，开展为期 8 天的东南亚行，这是重庆“百团千企”国

际市场开拓行动的首站活动。

“‘百团千企’国际市场开拓行动是企业需求和政府服

务的有机结合点，希望通过政府部门带头走出去，向企业释

放更多积极信号，让他们更有信心。”重庆市商务委党组成

员、副主任许新成介绍，此次出访的 23 家企业涉及五金工

具、通用机械、汽摩、食品、轻纺等 9 个行业，涵盖了重庆特

色优势产品各领域。

根据“百团千企”国际市场开拓行动，重庆市商务委今

年将组织出国出境团组 100 个以上，支持 1000 家以上外贸

企业走出去，助力企业参展参会、商务对接、拜访新老客户，

拓市场抢订单促增长，推动全市外贸转型升级、稳进增效。

两组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项目实施

本报北京 1月 10日电 （记者刘志强）10 日，国家电网

与国家电投生物质发电项目专业化整合项目在北京举行管

理权交接仪式，中国电建与通用技术集团医疗资源专业化

整合项目在京签约。经过整合，我国生物质发电领域龙头

企业国能生物重组进入国家电投，电建旗下的医疗机构将

加入通用技术集团。

据介绍，国能生物装机容量 113.6 万千瓦，资产总额

158.6 亿元，年利用农林剩余物 1000 万吨，惠及产业链上下

游超百万人。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国家电网

与国家电投实施生物质发电项目专业化整合，有利于促进

输电、发电等产业各环节的中央企业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

更好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引领生物质发电行业转型升级。

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改革，是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

重要内容。翁杰明表示，中国电建和通用技术集团在医疗

健康领域开展合作，对于形成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用

足用好国企医疗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信息安全产业保持高景气度

本报北京 1月 10日电 （记者韩鑫）在 9 日举行的 2022
年中国工业信息安全大会上，《中国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

白皮书（2021—2022）》发布。白皮书显示，2021 年我国工业

信息安全产业规模达 168.43 亿元，市场增长率达 32.94%；其

中，工业互联网安全产业规模为 75.7 亿元，较 2020 年增长

39.96%，是驱动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在政策加持、技术创新、需求升级等因素推动下，我国工

业信息安全产业继续保持高景气度。从产品结构看，2021
年我国工业信息安全产品类市场规模达到 59 亿元。其中，

防护类产品市场规模达到 25.7亿元，管理类产品市场规模达

到 33.3亿元。

工信部网络安全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加快出

台工业互联网安全分类分级管理政策文件与新版工业控制

系统网络安全防护指南，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

全分类分级管理，督促企业落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

1 月 10 日，安徽马鞍山经开

区 一 家 汽 车 制 造 企 业 的 员 工 在

装 配 新 能 源 纯 电 动 智 能 换 电 重

型卡车。

近年来，马鞍山经开区一手

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主动在

长三角一体化中集聚要素、配置

资源、优化布局，围绕新兴产业开

展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

王文生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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