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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都江堰灌区携手凉山州做好四川都江堰灌区携手凉山州做好““水水””文章文章

夯实水利发展基础夯实水利发展基础        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水利兴，五谷丰。水利设
施不仅是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
保障，也兼具防洪、供水、发电
等功能，能够为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支撑。

近日，四川省都江堰水利
发展中心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以下简称凉山州）水利局
结对帮扶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
约暨结对帮扶科研实训基地揭
牌仪式，在凉山州首府西昌市
举行。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和
凉山州水利局双方深化水利综
合帮扶工作的务实举措，通过
构建协调联动、优势互补、精准
发力、互助共享的模式，共同携
手治水兴水，有力有效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

都江堰灌区以占四川省约
二十分之一的土地，提供了全
省四分之一的有效灌溉和粮食
产能，养育了全省三分之一的
人口，集中了全省近一半的国
民生产总值，是成都平原工业
发达、生活富足、生态优美的重
要支撑力量，是治蜀兴川的重
大战略性基础设施，也是打造
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
主战场。

“水是庄稼的血，粪是庄稼
的粮，庄稼离了水，命不长。”简
单农谚道出了水对粮食生产的
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四川不断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省‘二号工
程’安宁河水资源配置工程以
及龙塘水库、米市水库等重大
项目加快实施。去年凉山州累
计落实各类水利资金46.07亿
元，凉山水利正处在历史发展
黄金期。但技术力量相对薄
弱、水利现代化管理经验不足
等问题，仍制约着凉山水利高
质量发展。”凉山州水利局党组
书记曾浪舟表示。

据了解，2018 年以来，都
江堰灌区先后派出100余名干
部参与对凉山州的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专项帮扶行动，在
多个领域助力凉山水利发展。

“双方此次深入合作，不仅有利
于持续提升结对帮扶工作质
效，也有利于培养造就一批高
素质、实用型的水利人才队
伍。”曾浪舟介绍，此次结对，双
方将紧紧围绕“水利助力乡村
振兴”这个主线，实施宣传共
建、人才共育、技术支撑、资源
帮扶四项行动，推动更多都江
堰资源向凉山州流动。

据了解，在宣传共建方面，

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和凉山州
水利局将以构建大宣传格局为
依托，构建联合宣传矩阵，搭建
安宁河谷与都江堰灌区的信息
沟通、交流学习桥梁，营造水利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良好舆论氛
围；在人才共育方面，充分发挥
双方特色优势，互派干部跟班
学习、交流锻炼；在技术支撑方
面，都江堰灌区选派专业技术
队伍对凉山州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农业灌溉水系数测算等工
作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在资源
帮扶方面，都江堰灌区将利用
技术资源优势，为凉山州规模
化供水工程设计、水资源论证、
规划与建设等工作提供资源帮
扶，助力项目前期工作开展和
建设管理，加快凉山水利建设
管理现代化进程。

都 江 堰 灌 区 作 为 拥 有
2280年历史的全国第一大灌
区，也是四川省存量水生产力
发展的重要载体。今年，都江
堰灌区将灌区标准化管理作为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形成了体系化、标准化管理经
验，并在全国特大型灌区中率
先通过水利部验收评价。

为提速凉山州灌区标准化
管理水平，都江堰水利发展中
心和凉山州水利局在凉山州西

礼灌区管理处挂牌“结对帮扶
科研实训基地”。该基地将通
过合作研究、实训等措施，着力
推广运用都江堰灌区标准化管
理经验和模式，重点围绕水资
源管理、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工
程建设管理、水旱灾害防御等
领域，开展探索调水、节水、水
权与水价改革等水资源集约高
效利用模式，在西礼灌区推广
应用都江堰灌区信息化“投、
建、运、管”等标准规范，强化灌
区建设管理交流机制，开展水
旱灾害防御工作技术支持等工
作，推动因地制宜构建与西礼
灌区相适应的运行管理机制，
促进西礼灌区提速迈入高质量
发展道路。

“此次结对是深化和延续
我们‘都凉情谊’的务实举措，
同时也是一项互促共享的工
作。”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
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朱泽华表
示，结对既有利于进一步推进
凉山水利高质量发展，也将为
都江堰灌区干部增加更多一
线实践交流的机会，达到“互
促提升能力，共享发展成果”
的目标。

据介绍，协议暂定期为 2
年，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和凉
山州水利局将携手成立战略合
作领导小组和工作队，定期召
开会商会议，研究合作事项，解
决重大问题，保障协议事项高
效推进并落地见效。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在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张
庄镇张庄村东的一块丘陵地上，
4座崭新的高标准木耳大棚一
字排开。春末夏初的清晨，驻村
第一书记王文涛吃过早饭便往
大棚赶。黝黑的脸庞，朴实的打
扮，脚上的运动鞋沾着泥土
……王文涛与张庄村村民们站
在一起，毫无违和感。“4座大棚
能种植 10万袋菌包，3月种 7
月收，一季保底收益能达60多
万元。”王文涛仔细和村民们算
着致富账，大家信心满满。

张庄村现代农业发展不断
拓宽致富路，映射出张庄镇在
不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
取得的新成效。近年来，张庄
镇坚持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为重要抓手，瞄准“主导产
业+特色产业”共同发力，优化
全镇农业产业布局，引进先进
农业生产技术，加快本土特色
品牌培育，稳步推动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

强化产业集聚
构建农业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张庄镇锚定建设
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目标，坚
持畜禽全产业链发展思路，坚
持“外引内培”双轮驱动，做强
效益牵引，全力推动畜禽全产
业链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张庄镇不断做优前端，聚
焦肉鸭、肉鸡、生猪等特色设施
畜牧业，突出绿色标准化规模
化养殖基地建设，众诚肉鸭养
殖基地、邵氏肉鸭生态养殖园、
福兴肉鸭养殖项目相继落地建
设，养殖规模持续扩大。

张庄镇持续育强中端，开
展屠宰加工标准化改造升级，
不断提升畜禽屠宰规范化、标
准化生产水平，推进众客二期
3300万只肉鸭屠宰及熟食加
工项目、三期羽绒加工项目建
设，推动济宁众客食品公司通

过省级农业龙头企业验收。
张庄镇坚持补齐末端，瞄

准农牧产业链末端废污处理堵
点、痛点，精准招引中船有机固
废干式厌氧项目，将农牧废污
用于生产沼气和有机肥，有效
解决畜禽粪污易造成环境污染
的问题。该项目被纳入济宁市

“无废城市”建设重点工程。

加快技术迭代
催生农业发展新活力

张庄镇坚持把现代农业转
型升级作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的重中之重，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培育新品种、新技术引领带动产
品转化增值、设施提档升级。

强化示范引领。张庄镇投
资1500余万元升级改造现代
农业示范基地，探索发展错峰
果蔬经济，建设高标准温室大
棚40余个，种植四季香椿、大
樱桃、草莓西红柿、小西瓜等高
附加值果蔬，目前已实现大棚

樱桃提前4个月上市，香椿采
摘周期延长至10个月，小西瓜
一年三季采摘，基地年总产值
达200余万元。

优化种植技术。张庄镇深
化与高等院校的技术合作，积
极推广甘薯地膜覆盖、水肥一
体化、樱桃果树矮化密植、蔬果
无公害化栽培、大棚智能控温
系统等先进技术。

强化科技支撑。张庄镇推
动成立中船环境研究院邹城分
部，该研究院研发的生物质天
然气和生物质复合肥达到民用
市场直接使用标准，填补行业
领域空白。目前该成果已经在
张庄镇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进行
农产品增效和农业设施控温的
试验性应用。

深化品牌培育
铸就农业发展新阶梯

张庄镇积极探索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发展模式，规范运营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16家，实施
“党建+产业”联盟发展模式，成
立甘薯、樱桃及旅游等产业联
盟，增强特色产业发展后劲。

同时，张庄镇持续推行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改革，创新
开展全托式包干、菜单式点单
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培养
高素质农民500余人，引领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值得一提的是，张庄镇实
施以“张小庄”品牌为统领、区
域公用品牌为支撑、企业商标
品牌为根本的农产品品牌营销
战略，培育“张小庄”系列农产
品品牌4个，成功通过“三品一
标”认证产品5个、无公害产品
认证12个；张庄甘薯、张庄樱
桃成功通过国家绿色食品A级
认证，凤凰山牛心柿和张庄油
栗完成地理标志认证，“凤泽
源”牌肉鸭制品成功申报第七
批山东省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
品牌……张庄特色农产品品牌
效益和竞争力不断增强。

山东省邹城市张庄镇山东省邹城市张庄镇：：
厚植特色优势厚植特色优势        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都江堰灌区壮丽风光。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