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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农田建设看安徽
杨丹丹

近年来，农业大省安徽主动顺应“三农”
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开展探索
创新，持续打造“高质量、高标准、高产”农田
建设，努力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村
振兴。

“四结合”拓展高标田建设

记者走进六安市霍邱县曹庙镇元圩村，
放眼望去，田间机耕道路平坦笔直，灌溉渠
中流水欢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区呈现出一派如诗如画的美
丽风光。

“我们村有耕地面积约 1 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畅通了灌溉渠道，田间生产路硬底
化，农民旱涝不愁，耕作机械也有了用武之
地。今年秋种面积增加了 40%。”该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惠家红介绍说，推进全
村高标准农田建设，起初并未获得全体村民
的理解和支持。许多村民担忧，多年来的耕
作习惯会被打破。为打消顾虑，村“两委”一
班人一次次深入田间地头，入户走访，征集
意见，并召开 20 个村民小组讨论会。耐心
倾听每一名村民的心声，悉心解答他们的疑
惑。用朴实的语言，清晰的数据，真实的案
例，讲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于提升土地利
用率、改善耕作条件、增加村民收入等方面
的深远意义，确保每名村民的合法权益不受
损害，让村民吃下定心丸。思路一改天地
宽。今年以来，元圩村把粮食生产作为全村
农业生产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建成高标准农
田 7000 亩。同时，在围绕提高粮食生产能
力，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础上，着
力推广绿色生态种植、先进农业机械应用、
土壤改良、病虫害统防统治、新品种和良种
繁育等技术，创新“高标准农田+科技推广”
的运作模式，着力打好绿色发展“组合拳”，
既夯实了粮食生产基础，又铸牢了粮食安全
屏障，让820户3585名村民受益，为建设高
标准农田项目闯出了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
子。

从高空俯瞰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歙县郑村镇槐塘村，远山苍翠，村落被缥缈
升腾的云雾笼罩，烟雨徽州的诗意在这里具
象呈现。田埂铺就的栈道上，放置着帐篷、
休闲座椅，村庄古老的牌坊，日渐变美的乡
村环境、文艺气息的稻田咖啡馆。“这两年，
乡咖、村咖特别火，边喝咖啡边赏田园风光

成为一种时髦。”村党支部书记刘玉雷说，这
块田地虽然面积不大，但高标改造后成为耀
眼的田园风光。不仅让美丽农村保有了乡
土味，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研学基地、对传播
农耕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安徽省深化“四个结合”探索实践，总结
高标准农田建设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现代
农业发展、耕地占补平衡、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相结合的做法成效，梳理查摆问题短板，
对标中央决策部署、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
要求，进一步调整完善思路，拓展建设内容，
提升建设绩效。

丘陵山区“宜机化”改造高标田

“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这句话多形容皖南山区的地形地貌，也从侧
面反映了这里地少田少的现状。同样，这一
地区也是安徽省高标准农田改造的难点所
在。

在蜿蜒的山间小路开了许久，终于来到
了泾县蔡村镇泉峰村。在四处环山的山洼
里，一处新修的高标准农田进入眼帘。“有了
这样的大块平田，我们种粮积极性都高多
了。”种粮大户肖玉宏介绍说，以前这里都是
高低不平的小块田，耕种管收都得靠人工。
去年实施了高标准农田项目后平整了土地，
原来分散在上百户的小块田变成了现如今
的1500亩大田。现在终于可以实现全程机
械化了，每亩地节省的劳动力成本最少200
元。

村党支部书记黄开明介绍说，刚开始开
展田块整治时，村民想法比较多。他们先是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和党员代表大会，同意的
村民的土地先整治，做了 70 亩田块整治示
范田。看到示范田的效果后，刚开始不愿意
整治的农民主动找到村干部要求进行田块
整治。就这样分步实施，一共平整了 1500
亩农田。平整后整体流转给大户种植。地
租从之前的每亩400元提升到了500元，村
民有稳定的地租收益、大户种粮比较效益提

升、村集体则从流转费中提取部分作为管理
费，实现了三方受益。

“以前这里是无人种植的荒地、水系不
通、路也不通。我与村里签订了流转协议，
自己带着挖掘机来平整开垦。去年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改造后，沟、渠、路全部提升
了，现在种粮食省工方便。”歙县郑村镇向
杲村种植大户潘小刚表示，这些年自己种
地首选高标准农田。一方面是考虑宜机
化操作；另一方面则是提高应对自然风险
的能力。

据悉，安徽持续推进丘陵山区农田“宜
机化”改造试点。按规模化、机械化要求，以

“宜机化”改造为抓手，针对农机进地难、作
业难、效率低等问题，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优
化机耕路、机耕桥和田块标准，改善农田农
机通行和作业条件，推动丘陵山区良田、良
机、良法深度融合。

开展绿色高标田建设

在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新东村，记者看
到这里的农田土地平整、连块成片，田间装
有气象病虫害监测仪、自动喷淋设备、畜禽
粪污资源液化池等多种设备，种粮大户夏叶
龙正在查看油菜长势。“这里的农田之前都
是‘巴掌田’，毫不夸张地说，以前拖拉机下
田，都掉不了头。”从当涂县来到繁昌区新港
镇新东村种粮十余年的夏叶龙告诉记者，自
从当地建设高标准农田后，田地平整，道路
通达，旱能灌、涝能排，种地更加省心。去
年，光水稻的亩均产量就提高了约100斤。

“有了智慧农业系统，很多田管工作现
在只需要在手机上启动App就可以一键实
施，无需亲自现场操作。比如排灌水，只要
按一下手机就行了。”刚刚从镇农办主任退
休的殷方荣是当地政府聘任的高标准农田
专职管护员。他告诉记者，他的工作主要有
三项，一是负责协调大户、工程维护和使用
及督察；二是田间管理指导；三是每天的平
台数据上传。“通过数据的搜集与比对，缺什

么就可以补什么，真正做到按每一块田地的
需求个性定制、配方施肥、精细管理。”

5000亩高标准田地一马平川，绿油油的
油菜茂密茁壮，走进繁昌区平铺镇的伏羲农
场大数据指挥中心，通过点击鼠标，可以在
大屏幕上看到各个智慧农业基地的实时场
景并实现远程操控，繁昌区土地利用情况、
土壤墒情、气象数据、智能农机统计、病虫害
检测等信息一目了然，还搭载了人工智能数
据决策模型。这是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与繁昌区合作打造的智慧农业示范
基地。核心目标是构建面向南方水稻的农
业智能系统应用和现代农业示范，将土地作
为整个数据流的核心，通过数据的不断迭代
和自学习，形成“地块级体检-全程信息采
集-实时处方建议-智能精准执行”的现代
农业新模式，实现农业生产的节本、提质、增
量、增效。“我们运用信息技术建立‘天、空、
地、人、农机’立体化多维度融合的广域耕地
全要素观测网络，实现数据全方位获取。未
来，整个繁昌区的数字农田信息全部都会集
中到这里。”伏羲农场工作人员介绍。

“在高标准农田上打造数字农业，让‘高
标准’变成‘高效益’。未来，高标准农田将
真正实现智慧种田、科学种田。”繁昌区农业
农村局分管局长徐晋辉表示。据悉，项目后
期将以示范基地为核心，向周边推广技术模
式，逐步构建以 5 万亩耕地为单位的“伏羲
网格”单元，最终覆盖繁昌区全域22.85万亩
耕地，通过“藏粮于技”实现亩均节本增效
400元，带动粮食增产、农户和村集体增收，
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安徽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按照“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绿色
环保”的思路，开展生态沟渠、道路、林网建
设，以及“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肥水管网进
农田的耕地质量建设，推动生态涵养、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和田园生态改善有机融合，努
力打造“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宜居”的
美丽田园。

据（农民日报）

歙县王村镇改造过的110亩高标准农田

筑牢乡村根基 护卫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