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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阜新，地处科尔沁沙地与辽河平原

之间，寓意“物阜民丰，焕然一新”。这里曾经

是水草丰美的疏林草原，因过度开垦放牧，变

成了大片沙地，沙化土地面积占全市面积的

19.3%。每遇大风天气，飞沙漫天；常年少雨，

十年九旱。等雨播种、看天吃饭，曾是农业生

产的长期痛点。

粮食要高产，良田是保障。近年来，阜新以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和突破口，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让越来越多的“瘦田”跃升为良田。

连日来，记者蹲点阜新，下农田、访农户、

进农企，探究土壤沙化问题严重的地方，如何

高质量建好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

现代化良田。

高标准建设好农田

骑上电动三轮车，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

五家子镇皂力营子村村民王小七径直赶到村

外自家耕地旁，开始调试农田灌溉系统，为今

年的春耕提前做好准备。

这个种了半辈子田的农民，如今对这些

管线格外上心。

“从爷爷辈到父亲辈，再到我这辈，之前

都没敢想过地能这么种！”自从王小七家的地

块建成农田灌溉水源工程，他就跟昔日的等

雨播种说了再见，不用担心久旱无雨影响春

季播种和作物长势，也无需忧虑错过最佳上

市时机。“产量、收入年年高，都是高标准农田

建设带来的好！”王小七说。

阜新少雨缺水，以往多采取沟灌或渠道

引水方式灌溉农田，遇上干旱年份，耕地“喊

渴”，农民受损严重。王小七回忆，早些年遇

上连天没雨，想浇地就得开拖拉机到两公里

开外的小河沟拉水，一趟拉 4 吨水，5 趟才够

浇一亩地，油钱花不起，人也跑不起。

近年来，阜新市推动实施灌溉和排水等 6
项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已达 368 万亩，

并提出到 2025 年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

水高效、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450 万亩，以此稳定保障 45 亿斤以上粮食产

能；到 2028 年建成高标准农田 600 万亩，推动

新增高标准农田亩均产量提高 100 公斤以上；

到 2030 年将永久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王 小 七 说 ，现 在 春 耕 后 的 夏 管 也 更 方

便。每到浇地日，打开智能水表、插上水卡，

清凉的水雾喷洒而出，落入农田、滋润青苗。

“看见玉米棒长成小臂长短，听着玉米根

咕嘟咕嘟‘喝水’的声音，我心里比蜜还甜！”

王小七说。

便 利 农 户 的 不 只 有 灌 溉 水 ，还 有 田 间

路 。“ 从 前 都 是 田 埂 土 路 ，农 机 车 辆 无 法 下

地。”王小七说，如今新修建的田间道路完成

了拓宽、硬化，不仅牛车、马车全都能走，拖拉

机、收割机也能直接开到田间地头。

走进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于寺、化石戈、大

五家子等镇的坡改梯地块，规整的梯田错落

有致，宽阔的机耕路蜿蜒其间。阜新市结合

耕地原有田间道路情况和地块周边交通道路

分布，推动田间道路全面实施拓宽、硬化，改

善 生 产 作 业 交 通 条 件 ，总 长 已 达 1966.69 公

里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项 目 区 道 路 通 达 率

97.96%，平原区通达率高达 100%。

“地势相对平坦、农田基础设施较完善的

地块，以改造提升为主；水源条件一般的丘陵

山区坡耕地块，连片实施土地平整工程，将坡

地 建 成 水 平 梯 田 或 坡 梯 田 ，总 计 有 3.44 万

亩。”阜新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科科长赵志

坚说，“坡改梯改变坡面长度，分段拦截水流，

减缓地表径流速度，增加降水入渗时间，提高

了地块抗旱能力。”

田成方、路成网、旱能灌、涝能排，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一片片高标准农田在阜新焕发

生机，成为农户们的希望田、幸福田。

新技术打造“吨粮田”

“高标准农田，到底‘高’在哪里？”建设推

进之初，阜新彰武县两家子镇马尾村村民都

有这样的疑问。

如今，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大地上，老乡们

不仅看见了集中连片、土壤肥沃、设施完善、

抗灾能力强的好农田，还看见了实打实、沉甸

甸的高产量。

2023 年秋收时，彰武县同心创展农业发

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副理事长张博轩拿到了

一份测产报告——社里位于彰武县阿尔乡镇

北甸子村的 600 亩玉米地，亩产达到 2135.2
斤；镇里另一块面积 480 亩的耕地，玉米亩产

2093.2 斤。

让张博轩尤为自豪的是，这两块地都曾是

沙化耕地，“在沙化地里，我们种出了高产粮！”

张博轩与农田的渊源很深。2013 年，张

博轩考进沈阳农业大学，每逢寒暑假便去农

村调研。“那时我总去农村合作社，了解他们

的运营模式，对‘种好地’这件事很感兴趣。”

张博轩说。

2021 年，已工作的张博轩被派驻到彰武

县。彰武县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是防沙治

沙示范区，在这里，张博轩发现了大田农业的

优势，“彰武县有些耕地土质确实比较差，但

却并不像想象中那样贫瘠。”

井、田、水、路一应俱全，张博轩动了心：

“这里的农田水利设施基础不错，适合建设高

标准农田。我又一直干农机这一行，对于种

地有一些经验。”正巧有合伙人向他发出邀

请，张博轩毅然辞职，加入同心创展农业发展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2023 年，是张博轩“全职种田”的第一年，

也是彰武县承接并实施国家首批玉米单产提

升工程的第一年。同心创展流转、托管的 5 块

土地，引入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种起了

玉米。

密植，意味着每亩玉米种植数由 3000 多

株增加到近 7000 株。如何保证玉米的存活

率，进而提升产量？张博轩和同事们几乎每

天都下田观察，同时利用智能化设备，全程精

准调控。整地阶段，自动驾驶的农机根据土

壤特质，决定深松深翻的力度；播种阶段，利

用北斗导航，将种子间距误差控制在厘米级

别；玉米生长阶段，墒情仪动态分析土壤情

况，管理者远程操作浇水、施肥；秋收时节，监

测设备实时反馈玉米损失率，助力颗粒归仓，

智能收储实现农业资产数字化，为后续决策、

融资提供科学依据。

这样的地块，在彰武县 22 个乡镇铺开。

秋收时节，经初步测产，项目区平均每亩增产

400 斤以上，核心项目区亩产 2000 斤以上，达

到“吨粮田”标准。

以项目为圆心，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成果

扩散到更多乡村。从阿尔乡镇出发，绕过大

青沟一路向西，彰武县四堡子镇兴隆村小南

洼屯也在 2023 年迎来了丰收的喜悦。 2023
年初，当地 18 户农民自发流转了近千亩土地，

利用密植技术、水肥一体化设备种植玉米，秋

收实现一亩地玉米产量超过 2300 斤。

“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主要在 22 个乡镇已

建或新建的高标准农田开展实施，通过农田

供水和滴灌水肥精准施用系统，以玉米密植

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为支撑，有效带动玉米产

量 均 衡 提 升 。”彰 武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局 长 孙

猛说。

2019 年以来，阜新市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 137.87 万亩，项目区内年新增粮食生产能

力 1.42 亿公斤，直接受益农户逾 16 万户、72
万人，农民年收入累计增加 2.73 亿元。

新模式提升示范力

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吨粮田”在阜新

市不止一块。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的 1 万亩农田，也是“吨粮田”。

示范区运用信息化平台，形成种植网、水

网、路网、电网、林网、信息网“六网合一”，推

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 40%以上，农民人

均纯收入增加 2000 元，农田防护面积提升

90%。示范区通过推行土地流转，实行龙头

企业自主经营、“农户+家庭农场大户”等运

行管理模式，实现“引领示范、辐射引导、熟化

推广、全面推进”目标。

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中，阜新市创建

了“先建后补”管理模式，即由高标准农田项

目的实施单位先行筹集所需资金并实施，验

收合格后，财政部门将财政补助资金一次性

支付给项目实施单位。

“在王府镇辉彤村流转土地 900 亩，自筹

资金完成项目设计、审批、施工，已建成旱稻

种植试验、玉米密植种植试验、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综合性试验示范基地。”辽宁天阜生

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副主

任马思远说，在玉米密植种植试验区，将肥液

与灌溉水按需配比，通过管道和滴头精准送

到作物根部，省时省力又高效高产。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在不降低玉米产量基础上提

高大豆产量，一举两得，增加效益。

同时，阜新市推行“以工代赈”管理模式，

增加就业机会，解决贫困地区发展问题。阜

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后套改村作为试点，

建设高标准农田 1000 亩，共有 527 户参与项

目建设，1847 人受益；项目建成后，新增粮食

产能 15 万公斤，直接增加收入 22 万元以上。

“参加建设赚劳务费，建成之后赚种粮钱！”家

门 口 的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让 村 民 张 良 赞 不

绝口。

“阜新市生态环境脆弱，土壤贫瘠，很适

合利用智慧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种植精准调

控，能节约资源，提高产量。”谈起阜新市农业

的未来，张博轩信心满满。2023 年，他在玉米

地里划出了试验区，密植 16 个玉米品种，通过

试验，筛选最优种植方案。2024 年，他所在的

合作社打算继续扩大玉米种植面积，同时寻

求与农机、种子、化肥厂家的合作机会，延伸

产业链。

随着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改善和综合配套

完善，阜新市农业种植结构不断优化提升，农

业产业化、规模化、生态化发展的势头随之显

现。2023 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超过 53 亿斤，

再创历史新高。

“力争到 2030 年，将全市的永久农田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阜新市副市长陈磊说，玉

米单产提升工程，真正让农民看到了示范田

的示范作用、科技力量的支撑作用、新型经营

主体的带动作用。

老话说，龙马年，好种田。随着气温回

升，大地孕育生机，连片的农田透着湿润。在

马尾村，几家种植大户正加紧筹备农资，盘算

着今年继续扩产，期盼着又一个丰年……

图①：阜新市采用全智能化玉米密植高

产精准调控技术，玉米亩均产量超 1000 公斤。

图②：阜新市高标准农田通过“高效节

水+水肥一体化”喜获丰收。

图③：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农户在

一家农资商店选购种子。

新华社记者 龙 雷摄

图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玉米秋

收现场。

图①②④均为阜新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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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瘦田”，如今高产连
连。近年来，辽宁省阜新市以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通过
建设农田灌溉水源工程，拓
宽、硬化田间道路，引入新技
术与新设备等多种举措，实现
田丰人富。一片片高标准农
田生机勃发，成为农民的希望
田、幸福田。

如何让贫瘠田野变为高
标准农田？怎样将不利条件
扭转为农业发展优势？记者
走进阜新田间地头，探究当地
高标准农田建设之路。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3月 21日电 （记者刘温馨）当前，全国各地

陆续进入春季防火紧要期，一些地区接连发生森林火灾。3
月 20 日，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召开全国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视频调度会议，部署当前和清明、“五一”期间火灾

防控工作，严防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和人员伤亡事件发生，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

会议指出，当前西南地区持续干旱，华北地区晴热少

雨，一些地区火险等级居高不下，防灭火形势严峻复杂。要

全力筑牢源头管控“第一道防线”，加强火源管控，把责任落

到基层末梢。要严格农事用火、生产用火审批；切实用好林

长制考核指挥棒、网格化管理和乡镇、村组抓好末端防控工

作的有益经验，发挥联户联保作用，层层压实责任；综合运

用多种手段，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全覆盖监测，切实做到火

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充分利用大众化宣传平台，

发布防火安全提示，在重点部位增设宣传标语横幅、户外广

告，推动森林草原防火进村规民约，引导群众改变危险用火

习惯；对近期发生的火灾依法依规坚决处罚，曝光典型火灾

案例和肇事者处罚结果，发挥警示和震慑作用；坚持主动、

正面、权威发声，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会议强调，要安全高效处置森林草原火灾。紧盯重要

时间节点、高火险区域和重要目标，组织重大风险研判和滚

动研判，加强精准预警和短临速报，立足“打早、打小、打了”

系统做好各项准备。立足极端情况统筹力量资源，形成救

援合力，向高火险区靠前部署、精准前置，加强针对性、实战

化训练演练，确保火灾发生后能调集最近、最快、最强、最足

的力量参与扑救。

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部署近期火灾防控工作

本报北京 3月 21日电 （记者常钦）近日，自然资源部

印发《关于完善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旨在落实国家资源安全战略，发挥矿产资源规划引领支撑

作用，服务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大局和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更

好引导矿产资源合理勘查开采，助力增储上产，推动矿业绿

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十四五”以来，全国矿产勘查投资连续实现正

增长，石油、天然气、稀土、金、铜、锂、钴、镍等多个战略性矿

产资源储量持续增长，有效提升了我国资源接续能力。采

矿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主要矿产品产量继续保持增

长。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保供成效明显，自给率上

升，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矿产资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

用工作稳步推进。启动了全国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核查

工作，加强重点流域和重点区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

建立完善了绿色勘查标准体系，开展了年度绿色矿山实地

抽查核查，高质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十四五”全国矿产资源规划由七部门联合发布实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全

部获自然资源部批复并由各省（区、市）印发实施，此外，全

国还编制实施市、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00 余个。国

家、省、市、县四级矿产资源规划体系已全面形成，各地、各

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协调配合，规划实施取得明显成效。

“十四五”以来

全国矿产勘查投资连续实现正增长

本版责编：纪雅林 张伟昊 邓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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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1 日电 （记者顾

仲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1 日召开了

2024 年全国林草系统森林草原防火暨

安全生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会议分

析研判了林草系统森林草原防火和安

全生产工作形势，加强了森林草原防

火安全工作部署。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说，因受

特殊气候影响，今年的森林火灾来得

早、来得凶、点多面广。各级林草部门

要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防火形

势，全面加大野外火源管控力度，广泛

做好宣传教育，强化监测预警。在野

外火源管控工作中，要紧盯祭祀用火、

农事用火、林内施工生产用火和输配

电线路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进违规

野外用火举报奖励机制落实。

据了解，国家林草局近期联合国

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民

政部、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发布《关于

做好 2024 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的通知》

《大兴安岭林区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

控实施方案》，并向火灾多发地区紧急

调拨森林草原防火物资。其中，《大兴

安岭林区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实施

方案》明确了大兴安岭林区森林草原

防火联防联控合作具体区域，确定了

协同做好火灾预防、协同做好火情处

置 、加 强 支 撑 体 系 建 设 三 方 面 主 要

任务。

为有效排查整治森林草原火灾隐

患，近日，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办公室、国家林草局、公安部、应急管

理部、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决定开展 2024年森林草原火灾

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

通知显示，专项行动从 2024 年 3 月 18 日开始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结束，包含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

处违规用火行为两个方面。

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方面，要常态化组织

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开展林牧区输配电

设施火灾隐患排查治理、组织推进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

排查整治。

查处违规用火行为方面，要重点打击林牧区违规用火、

不按操作规程开展计划烧除和防火演练等行为，强化火灾

追查溯源，整治危害防灭火安全和能源保供安全的违规行

为。严查 2022 年以来森林草原火灾积案，严打故意纵火、

失火烧山行为，严查计划烧除和防火演练失控导致重要电

力设施故障行为，严惩阻碍执行森林草原防灭火公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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