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3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李立 A3关注

云上“慧”种田“丰”景尽出圈
———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综述

□记者 李莉 邹娟 付永奇

������“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
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习近平
总书记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作出强调。
周口地处黄淮平原腹地 ， 耕地面积

1273.3 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119.1 万
亩，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河南省第一产
粮大市。

作为粮食生产核心区，周口始终坚持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目前已建成
的高标准农田面积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

89%，2025 年实现全覆盖。
立夏小满麦灌浆，植保无人机开始低空

药物喷洒作业。 “无人机 10 分钟完成 30 余
亩土地农药喷洒，效率提高 30 倍。 ”鹿邑县
种粮大户邱杰说，在测绘测产、小麦播种、除
草等环节，他也要用无人机。

种植管理“无人化”，是智慧农业发展到
新阶段的需要。 农作物“耕种管收”全智慧化
管理，天气、农情、调度尽在“掌”握，“无人农
场”在周口已具雏形。

“1 个人可以自动化灌溉 1000 亩以上
田地。 ” 拿出手机操作农业物联网智能管
理平台 ， 西华县种粮大户盖会章如数家
珍 ：“这些监控画面是实时田间状况 ，手指
一点就能远程控制灌溉和施肥。 全自动高
空昆虫控诱灯， 害虫捕杀一目了然。 气象
灾害预警信息、 农田气象要素变化信息自
动接收， 领跑气象预警信息传递 ‘最后一
公里’。 ”

“无人机+感应器+大数据 ”， 勾勒出
包含土壤信息 、作物信息 、气候信息的全
方位 “农业地图 ”；麦穗硕大 、籽粒饱满的
周麦系列扎根农田 ，在迭代中解锁 “丰收
密码 ”……每一寸土地 、每一颗种子都与
物联网 、大数据紧密相连 ，变 “会 ”种地为
“慧 ”种地 ，高标准农田的科技范儿远超很
多人想象。

耕地面积有限，技术进步无限；资源要
素有限，创新潜力无限。

2020 年，周口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建设
标准在全国推广， 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
“周口经验”。 全市集中连片建设 7 万亩亩均
投资 3000 元以上的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
小麦亩均产量 1500 斤以上， 最高实测产量
每亩 1704 斤， 玉米亩均产量达到 1400 斤，
基本实现“吨半粮田”目标。

农田尽显“科技范儿”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想要实现粮食产量到粮
食产能的跃升，挖掘潜力的重点就在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
列为农业项目“一号工程”，制订实施方案，成立工作
专班，全力推进建设。

以周口国家农高区为建设主中心、商水县为副中
心、淮阳区域 S324 省道沿线为主要线路，辐射带动周
边县（市）的 10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现已完
成建设总工程量的 90%。

示范区按照建设标准化、装备现代化、应用智能
化、经营规模化、管理规范化、环境生态化的“六化”标
准实施建设，在田、土、水、路、林、电、技、管、气象等方
面实现综合配套，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我市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产生的数据资源，结
合原有农业信息资源，按照‘1+4+12’模式，构建全市
‘一张图、一张网、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一体化应用’
的‘智慧粮田’信息平台。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华介
绍， 这个平台就是周口农业大数据中心和 ‘农业大
脑’，对全市高标准农田生产监测管理、指挥调度。

示范区建得好，也要管得好。 我市积极探索推行

“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推进机制。
高标准农田建设费用由政府投入，运营采取“农

户+村集体+经营公司+种植大户”模式，分离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农民增收、集体受益、企
业得利三方共赢。

管护由政府主导，建立“有人员、有资金、有制度”
体系，授权流转土地的合作社、龙头企业落实管护责
任，防止“重建轻管”。

西华县在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上也下足了功

夫，充分利用地表水，实现“按需分配”，达到节水、保
护地下水资源的目标；采用商业保险管护模式，为全
县机井投保，给高标准农田安上了“保险锁”。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承载村民丰产高产的期望 ，
“肩负”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任。

“可以想象， 商水县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
成后，这些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田地有多抢手，不止
一个种田‘老把式’想流转！ ”该县农业农村局干部曹改
路笑着说。示范区建设不仅做强农业主导产业，更是通
过加大科技投入，推动传统农业改造和产业升级，提升
农业科技水平和综合效益，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示范领跑以“智”提质

�乡村振兴“地”气十足
麦浪涌起，麦香随风掠过鼻尖，沃野良田，稳稳亮

出高产“颜值”。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将粮田变良田，“转” 出农

业发展新光景，不仅富了农民，也美了村庄，激发了乡
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以前我们这里的田间道路高低不平，耕种、收割费
时费力。 现在机耕路、引水渠修到了田间地头，播种便
利、排水通畅、旱涝保收，种田对老百姓来说成了幸福
事！” 淮阳区一乡干部笑着说，乡里好几个大学生也回来
当职业农民搞高效农业、特色农业，带领乡亲们致富呢！

农田平整方正，机耕道笔直延伸，大小沟渠纵横交
错，周口农村随处可见“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
连”的秀美田园画卷。

小麦玉米基本实现耕种收全程机械化。
“地力好、产量高、效益好，大伙儿种粮积极性高。 ”

河南省发达高产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卫远说，他流
转的土地面积也从 400亩增加到了 3000多亩。

“除了农田亩均产量的提升，我们还实实在在享受
到其中的实惠，节省了开支。 ”与土地打半辈子交道的
郸城县汲冢镇农民赵红军， 谈起高标准农田便打开了
话匣子，“节水节电、控肥增效、控药减害，不仅粮食增
产，每亩地生产成本还降了 200 多元。 ”

“在自己村里就能打工拿工资，这样的好日子以前
想都不敢想。 ”在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项目覆盖的村庄，
不少村民把土地流转后， 在生态循环种植养殖标准化
基地、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实现就业，从各个产业链环节
上获取多重收益。

多种粮，种好粮，保障好国家粮食安全，是周口全
市人民的共识。

让每一寸土地都“流金淌银”，让现代农业发展再
上新台阶，让乡村振兴“落地生根”，是周口加快建设农
业强市的战略擘画。

地还是那块地，田已不是那片田，天地之间发生了巨变。
三川大地，目之所见，创新、发展的故事时刻在上演。 ①6

������小满已过，芒种未始。 高标准农
田里的小麦在微风中摇晃着饱满穗

头，麦田在阳光的照耀下宛如金色的
地毯，美不胜收。

“穗大籽饱，今年又是一个好收
成。 ”种粮大户周群元用结实有力的
大手抓起田边两穗麦子， 用力一揉，
捏起一颗麦粒放进嘴里，脸上满是丰
收的喜悦。

眼前这块高标准农田， 在 2021
年 7 月洪涝灾害中经受住了检验，当
年秋收未受影响。 周群元说，这要是
搁过去没有高标准农田建设，一遇到
洪涝灾害，他可笑不出来。

高标准农田建设让 “望天收”变
“高产田”。 2022 年， 周口夏粮生产
“十九连丰”，实现最高亩产、平均亩
产、夏粮总产、一等麦占比、种粮收入
等 5 项历史新高。

�����近日，，鹿邑县涡北镇前李农场高产示范田、、贾滩镇农村高标准农田遍地金黄，，即将收割的小麦穗
大籽粒饱满，，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①①22 记者 侯国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