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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艳梅

1月16日，全省农田水利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作推进会在内江召开。这既是对内江过去工作的

肯定，更是对内江未来发展的鞭策。我们要认真学

习贯彻此次会议精神，学习借鉴各地经验做法，切

实建良田兴水利治撂荒，夯实粮食产能和粮食安全

根基，打造“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

内江是典型的丘陵地区，耕地保有量336.43万

亩，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人均耕地的61.4%。如

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

仓”？按照党中央、省委关于耕地保护和“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重要部署，内江坚定扛起政治责任，发力

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建设，坚决整治撂荒地，探

索出跨“三丘”造良田、破“三难”治荒田、取“三水”

济桑田等经验做法，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推动“三

农”发展打开全新境界，打造出国家大型商品粮基

地、四川粮经作物主产区、成渝绿色优质农产品生

产基地等一张张闪亮的名片。可以说，加快建设

“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400万内江人用心用情，

交出了自己的实践答卷，这也是全省现场会选择在

内江召开的重要原因。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只有耕地面积、耕

地质量有保障，粮食安全才有保障，我们才能“手中

有粮、心中不慌”。这就需要我们守住耕地这个命

根子。具体怎么做？一方面，既要采取“长牙齿”的

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耕

地红线。另一方面，更要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

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与此同时，要拓展耕地面积，

向撂荒地要产量，坚持宜粮则粮、宜经济作物则经

济作物，让更多闲置土地“活起来”。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因此，除

加强耕地保护、全力提升耕地质量外，建好管好农

田水利设施，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我们要抢抓政策机遇，全力推进农田水利设施和骨

干水网建设，聚焦蓄水、输水、提水、建管能力提升，

加快推进灌区一体化建设，推进新时代县域城乡水

务一体化进程，为农业生产、粮食丰收提供坚实的

水利支撑。

粮食安全事关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此次召开

的推进会议，对全省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我们要提高认识、揽责于

身，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全力推动农田水利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再上新台阶，打造“天府粮仓”内江发展

区，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

平“天府粮仓”贡献更大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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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徐静 文/图

这两天，威远县正西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现场管理人员刘浑将一直在田间地

头忙碌。合作社在镇西镇川主村冒壳山

种植的油菜、小麦郁郁葱葱。不远处，被

白色地膜覆盖的土豆苗也长势喜人。

之前，冒壳山由于交通不便、劳动力

缺乏和耕作条件差等原因，造成季节性撂

荒。为了盘活耕地资源，保障粮食安全，

带动乡村振兴，川主村积极探索撂荒地整

治、将其盘活，引入合作社发展规模种植，

使得昔日撂荒地重新焕发出生机。

近年来，川主村严格落实“长牙齿”的

耕地保护政策，坚持动态清零，先后整治

撂荒耕地106.2亩。探索长效机制，破解

撂荒地耕作条件差、种植效益低、劳动力

缺乏等难题，推动“荒地”变“良田”。

据悉，该村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

织统筹作用，动员农户将撂荒地交由村

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整治和经营，引导农

户前三年免土地租金。引入业主对撂荒

区域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壮大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有效解决撂荒地“无

人治”的问题。

同时，探索农村土地细碎化治理方

式，整合村集体自有资金和上级资金，将

分散零星撂荒地进行集中整治，实现“小

并大、短并长、陡变缓、弯变直”，建设机耕

道、蓄水池等基础设施，改造后的土地农

业机械通达率达90%、有效灌溉率达90%

以上，有效破解撂荒地“无法种”“无人种”

和“不愿种”难题。

目前，该村实行“村集体经济组织+

经营主体+农户”模式，着眼撂荒地持续

耕种，引入新型经营主体连片集中流转土

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全村已引进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5家，流转3100余亩土地发

展粮油产业，聘用100余名本村劳动力从

事田间管护工作，实现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7.4万元，带动农户年均增收500元，进一

步解决撂荒地“无效益”的问题。

威远县镇西镇川主村：

撂荒地蝶变为农民的“希望田”

◇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徐艳梅 文/图

甜城迎宾客，冬景胜春华。

1月16日，全省农田水利暨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内江市威远县召

开。来自全省各地的 100 余名参会人员

齐聚甜城，踏访沃野，探寻“良田美景”里

蕴藏的发展密码——

看现场：收获满满

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前往威远县镇西

镇、新场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撂荒地

整治利用及水利设施建设现场，实地参观

考察内江农田水利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作。

在镇西镇川主村2023年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现场，高标准农田改造后种植的

小麦绿油油一片，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

生机勃勃的景象。与会人员一下车，成片

的青绿色便“强势”入眼。

据介绍，项目于 2023 年 8 月下旬开

工，新建面积0.23万亩，与周边5个行政

村连片建设 1.55 万亩，亩均投入 3518

元。项目于11月底完工交付种植小麦，

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利用。

“很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

认真听完情况介绍后，雅安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袁兵为项目建设点赞。他说，项目坚

持为用而建，不搞大挖大建，合理布局田

网、渠网、路网，保证能排能灌、宜机作业

等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高标准农田是实现粮食稳产增产的

重要保障。当天的现场考察，以高标准农

田开场，又以高标准农田收尾。

在新场镇老场村，2021年建成的1万

亩高标准农田里，成片的油菜正在拔节生

长。与会人员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眼前

这一壮观的景象。

得知当地通过明晰村集体、新型经营

主体、受益农户管护责任，破解了高标准

农田管护难题，与会人员纷纷点赞，表示

要把这一做法带回去，切实提高群众参与

的积极性。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推动撂荒

地再现生机活力意义重大。

镇西镇川主村实行“村集体经济组

织+经营主体+农户”模式，着眼撂荒地持

续耕种，引入新型经营主体连片集中流转

土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川主村共引进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5 家，流转 3100 余亩土地发展粮油产

业，聘用100余名本村劳动力从事田间管

护工作，实现村集体经济年增收7.4万元，

带动农户年均增收500元，有效解决撂荒

地“无效益”的问题。

参观现场，与会人员一边参观一边记

录，一边讨论一边思考。大家纷纷表示，

要把经验带回去，持续发力加强耕地保

护，让耕地数量和质量双提升，不断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

农田水利建设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的重要举措。在镇西镇杨家嘴村大石包

水库建设现场，几十台工程车辆来回穿

梭，现场机械轰鸣，火热的建设场景让与

会人员切身感受到了内江人对水资源的

渴望。

展板上的一张水网布局图深深地吸

引了自贡市水务局党组副书记刘思东的

目光，他贴近展板仔细观察，随后与在现

场的内江水利工作人员交流起来，“听说

内江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一步工程

推进得比较顺利，我们也要加快进度，让

两地人民早日喝上金沙江的水。”

“第一个点位下大力气对水渠维修加

固，第二个点位能一次性流转 3000 多亩

土地，也是大手笔……”当天参观考察结

束，多个点位的做法都给成都市水务局局

长刘贵恒留下了深刻印象，手机里也增添

不少音视频文件。

探究竟：感慨良多

全省会议，为何选择在内江召开？内

江举办本次会议的底气在哪里？参观途

中，与会人员从《“天府粮仓”的内江实践》

专题片中窥探一二。

内江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四川粮

经作物主产区，拥有“中国黑猪之乡”“中

国血橙之乡”等7张国字号金字招牌。

近年来，内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坚决扛起

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以农村面

貌改善行动为重要抓手，全力打造新时代

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

大兴农田水利，畅通农业命脉——

针对资源性、工程性、季节性缺水的

困境，内江坚持内保外引两手抓，确保到

2035年新增年蓄引提能力12亿立方米，

新增改善灌面300万亩。

聚焦“外引”，解缺水之困。按近、中、

远期规划布局，加快建设大水网体系，以

引大济岷、长征渠引水工程为龙头，加快

推进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一步工程

内江供水管道建设，畅通水资源进入内江

的“大动脉”。

聚焦“内保”，解蓄水之难。大力推进

河库联网工程，加快资中两河口、威远大

石包等水库建设和隆昌石盘滩灌区改造，

构建“库、塘、池、堰、井”相配套的农田灌

溉用水体系。

奋力抗旱，解燃眉之急。积极应对

2022 年以来罕见的冬干春旱连夏旱，大

力实施“一村一机井”、城乡供水一体化等

工程，建成抗旱机井 5231 口，有力保障

472.2万亩粮食作物栽插。

建设高标准农田，夯实粮仓根基——

结合丘陵地形地貌，先易后难、梯次

推进，力争到2032年将293万亩永久基本

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在缓丘宽谷中“治水”。对田多土少、

土壤肥沃的区域，开沟理顺“水路”，“一水

两用”发展稻渔综合种养 40 万亩，建成

“中国西部鱼米之乡”，亩均收益比传统单

纯种稻增加3000元以上。

在浅丘中谷中“修路”。对田土适中、

分散细碎的区域，大力推进机耕道和宜机

化建设，集中连片发展主粮生产，建成现

代粮油园区12个、面积32万亩，培育规模

粮食经营市场主体300余户。

在深丘窄谷中“改土”。对土多田少、

土壤瘦薄的区域，进行坡地平整、地力培

肥，大力推广套种、间种技术“一地双收”，

发展粮经复合种植 20 多万亩，向“吨粮

田、五千元”“千斤粮、万元钱”目标挺进。

坚决整治撂荒地，深挖增产潜力——

坚持动态清零，累计整治撂荒地

11.35万亩，增加粮食产量4.5万吨。

构建网格化监测机制，落实田长制，

综合运用明察暗访、无人机探查、卫星遥

感测绘等方式，及时掌握耕地撂荒动态。

实施“千企进千村、万人帮万户”行

动，77 个市直单位联县包镇，1021 家企

业、新型经营主体对接帮扶924个村，万

名干部职工进村包户。

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和兜底作

用，采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邻里乡

亲代耕、党员干部“认种”等模式，综合施

策盘活撂荒地。

出台加强耕地保护十四条措施，对成

片撂荒超过3亩的严肃追责问责。及时

足额兑付各项惠农政策，给农民吃上“定

心丸”。

“没想到内江在缺水、少耕地的情况

下，还探索出这么多可借鉴的经验做法，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一名参会者看完专

题片后，深有感触地说。

在内江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黎兆武看

来，这次大会选择在内江召开，既是对内

江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内江未来发展

的鞭策。他表示，接下来，将坚持责任导

向、问题导向，全力以赴建良田、治撂荒、

提质量，不断夯实粮食丰产高产基础。

从会场走出，内江市水利局局长郭英

更加明确了工作的着力方向，表示将进一

步抢抓政策机遇，全力推进骨干水网建

设，聚焦蓄水、输水、提水、建管能力提升，

加快推进灌区一体化建设，推进新时代县

域城乡水务一体化进程，为县域城乡融合

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威远县委书记兰徐表示，将常态化推

动撂荒地动态清零，扎实推进农田水利建

设，确保良田粮用，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

平“天府粮仓”贡献更多威远力量。

评论

机械施工

威远县镇西镇川主村高标准农田

威远县大石包水库建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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