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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兰萍

秋日的稻香小院，正如其名，满满的

“秋收”味道。

10月29日，记者来到稻香小院所在地

——资中县银山镇六角嘴村1组，满眼成

片高标准农田，村民正在田间辛勤劳作，晚

熟玉米、红色朝天椒等成了村民院落的点

缀。村民曾禄学一直秉持村里“勤劳质朴”

的民风，将家里、地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勤

劳换来的小二楼“洋房”和一百多平方米的

院坝引来不少人的羡慕。

在稻香小院，这不是个例。

“这个院落最大的优势就是产业。”银

山镇党委书记蓝方介绍，稻香院落结合高

标准农田改造，引导群众主动“拾”起弃耕

“荒地”，耕好致富“粮田”。目前，主要种植

200亩稻谷、玉米、大豆和火龙果、葡萄、李

子等经济作物，呈现“推门见绿叶、家中闻

稻香”的丰收景象，预计今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实现12万元。

借助村集体经济助力，村民利用改造

的16个微田园、微菜园，种植西瓜、红薯和

小菜，让庭院逐渐成为产业增效、百姓增收

的“聚宝盆”，让村民在美丽庭院里畅享“美

丽经济”。

没有产业支撑，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就

没有依托，农村面貌改善行动的成果就不

能巩固。今年以来，内江结合各县（市、区）

实际，加快构建“一区域一特色”“一镇一

业”“一村一品”产业格局。以高标准农田

建设为抓手，配套田网、渠网、路网“三网”

基础设施建设，稳定提升耕地产能，建设

“能灌能排”“旱涝保收”“宜机作业”“生态

友好”绿色农田示范区。截至9月底，18个

目标镇已完成建设5.66万亩，新建和改造

提升高标准农田占比平均达60%。目标镇

建设现代农业园区，纳入“天府粮仓”内江发

展区“1个内荣农高区、10个农业产业集群、

100个现代农业园区、1000个产业镇村”规

划建设。目前，目标镇实现每个镇已规划建

设1个县（区）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

坚实的基础，为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不

断蓄力。目前，威远县向义镇等5个乡镇

被命名为国家农业产业强镇，数量居全省

第一位。内江黑猪、内江甜城味稻、内江紫

皮大蒜、内江甘蔗、威远黑山羊等14个农

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数量

居全省第一位。在此基础上推进产村融合

发展，隆昌市胡家镇、市中区永安镇尚腾新

村、东兴区田家镇正子村被命名为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镇，建成农旅融合类A级景

区7家，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1个，打造市

中区甜源蔗乡综合体、东兴区长江田园、资

中沱江新画廊、威远康桥恬园、隆昌天峰梨

苑等乡村旅游点50个。

本报讯（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

小丽）在数字化时代大背景下，数字

乡村建设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

段和途径。记者10月30日从内江市

农业农村局获悉，在近日落下帷幕的

2023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上，隆

昌市推选的《四川隆昌市稻渔智慧农

场管理系统》荣获优秀奖。

今年 6 月，由中央网信办作为指

导单位，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四

川省委网信办、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共

同主办的 2023 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

大赛正式启动。10月21日，2023年全

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颁奖仪式举行，

20 个优秀奖作品名单揭晓。隆昌市

推选的作品《四川隆昌市稻渔智慧农

场管理系统》，经过专家对进入复赛作

品进行集中评审，综合专家评审、赛

道、地域等情况，在全国参赛的 1649

个单位和个人提交的809件作品当中

表现抢镜，最终入围。

作为“中国西部鱼米之乡”，隆昌

通过发展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已建成

稻渔产业规模 17.1 万亩，实现产值

18.4亿元，是全国第一批国家级稻渔

综合种养示范区、四川省首批整县推

进“鱼米之乡”试点示范县（市）之一、

省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的水产园区。

2020 年，隆昌市被中央网信办、农业

农村部等七部委确定为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地区。自开展试点工作以来，隆

昌市出台了《隆昌市国家数字乡村试

点工作方案》，通过大力实施数字赋能

工程、数字夯基工程、数字惠民工程，

数字乡村建设已在农业信息化、农村

电商、乡村数字治理、信息惠民服务等

方面多点开花。

此次参赛的作品《四川隆昌市稻

渔智慧农场管理系统》，由成都世纪锐

通科技有限公司设计，主要按照“数据

为基、用数赋智”的理念，通过制定1套稻渔智慧农场数据采

集标准体系、搭建1个隆昌市稻渔智慧农场管理系统平台、开

发N个应用场景子系统，形成“1+1+N”建设模式。通过整合

当地已有的稻渔农场物联网设备和系统，构建多种智慧监测

模型，全面提升隆昌市稻渔产业数字化水平，为稻渔全产业链

大数据平台建设探索可行、可用、可推广方案。项目的实施落

地将大大提升隆昌市稻渔产业数字化水平，提高产业生产效

率和综合效益，最终实现产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项目一期示

范面积1300亩，预计带动农户1000-1300人，人均增收750元

以上。

据隆昌市农业农村局农情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

系统已应用于隆昌市胡家镇同心村的稻虾现代农业园区和

界市镇稻渔研究院，成效显著，有力促进了产业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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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门游洋 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伊婷）日前，市

中区首个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龙门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正

式投入运营。服务中心引领龙门镇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科

技化，加速农业规模化经营，为农业区域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探索出新路子，有力地推动农业节本增效、提质增效。

10月31日，记者跟随龙门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来到茅蓬寺村田间地头，看见两台农机正在耕地，无人机则在

开垦好的土地上方播种。

据村民尤在罗介绍，他家有7亩土地，现在岁数大了，无

法耕种，于是委托龙门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代耕代种。

龙门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是市中区加快“天府粮仓”建

设，围绕“一镇一中心、三个粮油产业片区”整体布局，着力完善

粮油产业发展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龙头企业+农机合作

社+家庭农场”“服务主体+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等组织形

式，组织推进小农户通过合作和联合实现耕地集中连片，统一

开展单环节、多环节、全程农业生产托管，统一接受耕、种、防、

收等生产服务，发展服务带动型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技术到位

率、服务覆盖面，推动农业节本增效和农民增收。

10月28日，威远县新场

镇新权村，农村公路蜿蜒延

伸，宛如山间盘旋的彩带。

近年来，威远县新场镇

以“四好农村路”项目建设为

依托，多渠道整合筑路资源，

加快农村路网的拓展延伸，

实现了高速公路与国省县

乡村各种道路的深度融合，

夯实了乡村振兴的公路交

通基石。

（李建明 内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黄正华 摄影报道）

10月30日，东兴区田家

镇火花村粮经复合种植基

地，村民正在采摘菊花。

田间地头，村民们忙于

采菊、装筐、搬运，处处洋溢

着丰收喜悦。“今年菊花品相

好，能卖出好价钱！”一名村

民笑着说，“你看嘛，好大一

朵的菊花，精品金丝菊（干

货）能卖到 80 元一斤，贡菊

（干货）能卖到40元一斤。”

田家镇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2022 年开始，田家镇

火花村集体经济联合社与内

江市农科院开展“院地合

作”，粮经复合种植基地采取

“菊花+大豆”的种植模式，

让农民收入倍增。目前，火

花村菊花种植面积超过120

亩。

（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邹明王斌 摄影报道）

威远县新场镇新权村：

延伸农村路网 助力乡村振兴

东兴区田家镇火花村：

菊花丰收遍地“金”

▲东兴区田家镇火花村菊花种植基地

◀村民

采摘菊花

鸟瞰新场镇农村公路

内江加快 农业产业发展新格局

市中区：
首个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投入运营

“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
做大工业 做强物流 美乡优城 共同富裕

隆昌市普润镇印坝村星光稻渔果立体种养基地（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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