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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做 好 水 文 章 浇 灌 丰 产 田
地处我国西北的甘肃干旱少雨，制约农业

生产的因素较多。近年来，甘肃因地制宜，紧

紧围绕“水”这一关键要素，将全省分为节水灌

溉区、旱作农业区两大建设区域，持续加大高

标准农田建设力度。

“小块变大块、分散变集中”，以高效节水

灌溉模式做“节水”，旱作农业区以“整山系、整

流域”高标准梯田模式突出坡耕地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丘陵山地区或“引水上山”，或“集雨补

灌”“排水防涝”⋯⋯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

推进，甘肃耕地质量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基础

条件不断改善，粮食及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

给得到保障，粮食产量连续 5 年突破并稳定在

1200 万吨以上。

“巴掌田”变“大块田”

眼下，河西走廊的农业生产已完成玉米放

苗、补苗，正在进行二次灌溉作业。

“300 亩的高标准农田，大拖拉机两天就

犁完了，铺膜用大机械，浇水也不愁。”甘肃省

武威市凉州区韩佐镇韩佐村村民张守庆说，他

以前流转的小块地只能用小机械耕作，费事又

费力，今年流转的高标准农田省时又省力。

韩佐村党支部副书记周化平告诉记者，村

里 6048 亩耕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小块地成

了大条田，新建了4座蓄水池，3座供村里使用的

蓄水池蓄水量达 13.4 万立方米，滴灌设备铺设

到田里。“以前浇灌 1 亩小麦或玉米要 230 元水

费，现在通过滴灌只要160元水费。”周化平说。

甘肃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碎片化”土地

“成片化”，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等高效农艺

节水技术的推广，在河水灌区修建了塘坝，稳

定了水源；在井水灌区推行精准计量，严格配

置水权，促进了农业节水。

“全区已建成 76.05万亩高效节水高标准农

田，年可节水 7605万立方米，按照亩均用水 300

立方米计算，可新增灌溉面积 25.35 万亩。”凉

州区农业开发项目服务中心副主任吴生钰说，

凉州区今年推广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技术

133 万亩以上，建成高效节水示范点 200 个以

上 ，农 田 灌 溉 水 有 效 利 用 系 数 提 高 到 0.62

以上。

在武威市古浪县，已累计新建大型调蓄水

池 10 座 2300 多万立方米、各类塘坝 160 多座

760 万立方米。

甘肃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良田、良种、良

法、良机、良制有效结合，积极探索节水增粮新

路径，着力破解干旱缺水问题。自主研发推广

小麦宽幅匀播浅埋滴灌技术，通过一体化机械

同步完成种肥同播等工序，实现精量播种、精

准灌溉、精细化作业，亩均节水 150 立方米、增

粮 75 公斤，已在甘肃河西灌区及沿黄 20 多个

县区推广 100 万亩以上。

“去年，我们通过为民办实事建设的 300

座调蓄水池全面完工，蓄水容积 1000 万立方

米以上。经测算，高标准农田建成后，节本增

效作用发挥明显，经测产分析，亩均增产 9%，

节水 21%、节肥 9.9%、节药 12%、省工 38.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处处长刘堤说，他们积

极探索推广“高标准农田+”模式，将高标准农

田与高效节水灌溉相结合，建成高效节水灌溉

高标准农田面积 848 万亩，实现了传统灌溉农

业向现代节水农业的转变。

“三跑田”变“三保田”

在定西市陇西县首阳镇高标准农田的田

埂上远眺，平整的农田被笔直的机耕道切割成

整齐的方块，田间的斗渠、农渠纵横交错。

“以前山上都是旱地，产量低。去年修成

梯 田 后 ，山 下 、山 上 分 别 修 了 2500 立 方 米 、

2000 立方米的蓄水池，水引到了 300 多米高的

山上，每个地块都有出水口，浇地很方便。”陇

西县王家磨村村民何鹏翔说，通过高标准农田

建设，他们零散的小块地变成了梯田，实现了

机械作业，不仅节水、节肥，还节省人力成本。

“山地抓区域、川地抓流域，山上建池子、

川区埋管子，山区抓千亩、川区抓万亩”，是定

西市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步伐的重要举措。“我们通过

平田整地工程措施，有效保留了降

雨，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蓄水保墒，将跑土、跑

肥、跑水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

‘三保田’。”定西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基建科科

长陶永吉说，通过在川区实施高效节水灌溉、

浅山区实施引水上山、深山区实施蓄水保墒等

举措，确保“良田”变“粮田”。

雨季来临，强降雨是农田的“头号杀手”。

甘肃高标准农田配套建设了完善的排水系统，

田间排水沟与主干排水渠相连，遇到强降雨，

积水能迅速排出。

“现在田间都有排水渠，下大雨也不担心

了。”陇南市成县店家村镇折庄村村民陈望说，

他家的地是坡地，以前下大雨会冲走地里的庄

稼，现在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了土地，还

修了排水渠，保障了庄稼的安全。

在陇南市西和县十里镇小页村，未实施高

标准农田建设之前，排水设施不完善，遇到暴

雨等强降水天气，农田容易积水成涝，使农作

物产量大幅减少，农民收入也会锐减；排水系

统完善后，有效解决了排水难题。

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水土保持、生态保护

相结合，是甘肃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又一亮点。

在旱作农业区整流域、整山系推进，有效解决

跑水、跑土、跑肥问题，实现了“旱塬变良田、产

量翻一番”的效果。

同时，甘肃在丘陵山地优化灌排系统，多

要素集成实现旱涝保收。通过建设标准化田

间排水沟渠，确保涝时能迅速排干积水，防止

作物受淹，并将硬化道路、挡土墙与排水系统

紧密结合，防止雨水冲刷导致道路淤堵损毁影

响农业生产，有效增加了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

力，极大地提高了项目区农田宜机化能力和机

械作业效率，降本增效提升了群众收入。

“大水漫灌”变“精准滴灌”

在节水、防涝的同时，甘肃积极探索农田

智慧治理，给土地装上“智慧大脑”，为农田插

上“科技翅膀”。

在金昌市永昌县东寨镇双桥村智慧农业示

范基地，3800亩高标准农田进行了智能化改造，

配套架设4套土壤环境、虫情、墒情等监测设备，

并在田间安装了 240 多套配套设备，通过对墒

情、苗情、病虫情等农业生产环境进行智能感

知、预警、分析，实现精准化灌溉、可视化管理、智

能化决策。

“我们只需用手

机轻轻一点，田间管头就会自动

打开，可根据作物生长需求，设置浇水时间，水

肥一体，科学精准、节水节肥又省力。”永昌县丰

泽园合作社负责人张琰忠说，去年，他们依托高

标准农田建设，配套建设了水肥一体化智慧灌

溉系统，可对作物生长和土壤墒情进行实时监

测，实现精准灌溉、施肥，达到智慧节水的效果。

“屏幕变绿就提示这块地的水够了，通过

手机就能调到另一地块。”金昌市金川区双湾

镇古城村村民张大军告诉记者，以前浇水要到

地里去开关阀门，现在通过手机和地垄上的监

控屏幕就能操作。

双湾镇古城村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在高标

准农田建设中配套安装物联网控制中心及首

部管理、田间环境信息采集、流量测控、视频监

控、精准施肥系统，实现了一个轮灌组内多农

户、多地块、多种作物混合种植条件下，分区域

精准控水施肥的一体化灌溉。

目前，金昌市智能化农田灌溉系统已覆盖

近 9000 亩耕地，农民群众通过智能管理平台

“用一部手机”灌溉的情况逐渐成为新方式。

刘堤告诉记者，为探索高标准农田建设的

创新“升级”版本，甘肃省财政支持 1.5 亿元，遴

选 8 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县，在原

有“田、土、水、路、林”等工程措施的基础上，着

重开展 20 万亩水肥一体智能化改造、机井智

能改造和气象、墒情、虫情、苗情、水情监测等

数据采集传输建设，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和 5G

等技术手段，精确掌握农田水分状况、土壤肥

力等信息，精准灌溉、精细化施肥（药），最大限

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创新举措唤醒农村闲置资产

商

瑞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在于激活“三农”领域

发展的内生动力。盘活农

村闲置资产是优化资源配

置、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举措。近日，2025 年天

津农村集体存量资产盘活

项目推介会发布了产权流

转交易价格指数、打造农

村招商引资智慧平台等一

系列创新举措，旨在搭建

阳光透明的交易市场，为

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

财产性收入开辟新途径。

当前农村资产盘活面

临 多 重 制 约 因 素 。 一 方

面，部分农村地区面临信

息不对称、专业人才匮乏

等问题；另一方面，少数资

产权属复杂、交易流程不

规范的情况制约了市场活

力 ，让 一 些 企 业 望 而 却

步。建立阳光透明的交易

市场，不仅能有效解决信

息壁垒问题，而且能实现

交易全程可追溯，显著降

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法律风

险。同时，数字化的交易

平台，还将打通政企数据

共享的“最后一公里”。

从全国实践看，农村

资 产 盘 活 已 形 成 多 种 模

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

别强调，要管好用好农村

资源资产。这对各地盘活

农 村 闲 置 资 产 提 出 了 新

要求。

盘活农村闲置资产需

要在三个维度重点发力。

首先，要健全制度体系。建立标准化交易流程，实现全

链条数字化监管，为盘活农村闲置资产搭建完整的交

易路径。其次，要创新估值方法。交易市场要运用大

数据技术对宅基地、林地等资源进行精准定价。最后，

要拓宽价值实现渠道。交易市场通过云端招商、产业

联动等方式提升资产溢价能力，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

动机制，让农民真正成为改革受益者。

同时需要注意，农村资产盘活不是简单的权属流

转，而是要实现农村资源价值最大化。在经济效益上，

盘活农村资产不仅为农民带来租金、分红等直接收益，

还能挖掘资产增值的长期效益。从社会角度看，通过

盘活闲置资产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此外，盘活农村资产还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适

宜的闲置资源转化为具有生态属性的产品。

盘活农村资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

农民多方协同发力。只要坚持改革创新，完善制度设

计，就一定能让沉睡的资源焕发新生机，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河北迁西发展板栗产业——

绿 了 山 间 富 了 乡 亲
本报记者 宋美倩

每年 5 月底至 6 月初，河北省迁西县板栗进

入盛花期。在大片的栗树林中，栗农们抓紧时机

嫁接。“通过科学管理，我们给品种单一的栗树园

嫁接了新品种授粉树，使老栗园的果品质量明显

提高，产量也增加了二三成，每亩能增收几百

元。”迁西县汉儿庄镇张庄子村，栗农王春怀在自

家栗林中向记者介绍。

王春怀通过科学种栗获得良好收益，仅仅是

迁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果产业的一个缩影。

迁西县林业局果树站站长吴海生介绍，迁西属于

山区县，有“七山二水半分田”的自然地貌，山上

的片麻岩含铁量高，特别适合板栗生长。目前，

迁西已种植优质板栗 75 万亩 5000 多万株，年产

板栗 8 万余吨，鲜栗销售额逾 9 亿元，全县板栗产

业总产值达 25 亿元以上。

推进林果业跨越式发展，模式创新当为基

础。在生产方式上，迁西县果断摒弃过去“开山

开田、垦山种粮”的模式，把群众的生产生活同生

态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创新“围山转”治山植果模

式，致力实现山绿民富。在生产管理上，全面推

行林权改革制度，把谁开垦、谁管理、谁受益贯彻

于整个生产过程。全县共发展山场绿化 160 多

万亩。为发展优质板栗，在 25 度以下的荒坡上，

按3米至4米的行距，沿等高线开挖成1米深和1米

宽、回填后呈 2 米宽的环山水平梯田，而后在水

平梯田里栽植板栗树。经过不懈地努力，当地挖

出了“围山转”造林工程，不仅让几千万株果树在

山场安家落户，还让全县绿化率提高到 63.5%。

推进林果业跨越式发展，科技带动不可或

缺。迁西县积极对接科研团队，从品种选育、栽

培管理、土壤改良、产品研发等方面“把脉”，开展

板栗新品种研发试验性推广接穗 22 万枝。在杨

家峪村与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共建了 100 亩

板栗优种采穗圃，在燕山地区收集了优种 128

个，初步筛选出 2 个高产、优质农家品种进行嫁

接示范。“前几年我家板栗树逐年减产。根据专

家建议，我们嫁接了‘硕丰’作为授粉树，板栗产

量从最低时每亩 50 斤逐步提高到 300 斤。”汉儿

庄镇杨家峪村村民王红超说。

为提高板栗综合效益，迁西县在完善产业链

上狠下功夫。在白庙子镇黑洼村，村党支部书记

付全国告诉记者：“每年板栗收完，栗农们都要修

剪树枝。以前这东西只是当柴火，现在我们通过

完善链条，把它当作生产食用菌的原料发展栗

蘑。目前全村年产鲜蘑 700 余吨，有 160 多人投

入专业生产，年收益超过千万元，还辐射带动了

周边 20 多个村共同发展。”

记者在迁西县城栗乡路“胡子”炒栗直营店

发现，货架上有炒栗子、板栗粉、板栗杂面、栗蓉

包、小包装板栗仁等 30 多种板栗深加工产品。

品牌创始人张国华告诉记者，这些产品的原料板

栗都来自于喜峰口板栗专业合作社，那里有 3 万

亩板栗基地，年加工板栗 3000 多吨，其产品不仅

在 6 家直营店销售，还通过网络购物平台卖到了

全国各地。

目前，迁西县根据不同地域消费者的需求研

发出一系列板栗食品。迁西县板栗产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郭振畅介绍，全县有板栗企业 35 家，其

中 4 家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全县栗

农因栗人均年增收 4000 多元。

□ 本报记者 赵 梅 陈发明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高 妍

图为播种机在甘肃金昌市高标准农田作业。 （资料图片）

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贵州健盛运动服饰有限公司智能制造车间，工

人在生产线上作业。近年来，三穗县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攀“高”

向“新”，追“智”逐“绿”。 龙兴伟摄（中经视觉）

日前，在安徽铜陵 G3 铜

陵长江公铁大桥建设现场，

中铁桥隧技术公司工程技术

团队在有序实施大桥合建段

主桥荷载试验。该大桥融合

高速公路、城际铁路、货运铁

路 3 种过江功能，建成通车

后对于提升区域过江通道通

行能力、助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和促进长三角互联互通

等具有重要意义。

储著传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