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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做优公园城市的
乡 村 表 达

机械化耕作 让良田种好粮

在什邡市马祖镇复兴村 1 组，离
人民渠不远处的农田里，一辆插秧机
正在作业。不到 20 分钟，两亩地就插
满了秧苗。

“这效率比人工提高了几十倍，每
亩地的产量也会提高 100 多斤。”一旁
的王小波笑着说道，“插秧机每亩可插
1.4万株，而人工大概在1万株左右。”

王小波是什邡市益民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也是什邡市一名职
业农民。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础。喜欢关注时事的王小波曾是一名
蔬菜种植户，后来承包 2500 亩土地转
向种粮。如今，他拥有一整套现代化
农机，实现了从育秧、播种、施肥、防
虫、收割、烘干等全程机械化耕作。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后，更
利于现代机械耕作。”在王小波的身
后，“什邡市万亩绿色高产高质高效粮
油示范区”18个红色大字十分显眼。

没有“天府良田”就没有“天府粮
仓”。按照“集中连片、规模建设”原
则，什邡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26 余万
亩，以此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让

“粮田”变“良田”。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下，什邡市

农业机械化水平朝着更高的目标迈
进。什邡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
股股长米岱介绍，预计今年什邡市农
业机械化水平达到83.77%。

“当前农业发展更需要一批职业
农民。”米岱说，什邡通过社保补贴、生
产扶持、开展培训等多种方式，对全市
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进行精准化服务。
目前，已经扶持职业农民 112 人，开展
培训1825人次。

引来源头活水 哺育一方人民

“没有人民渠的水，我哪敢承包
这么多土地。”面对直播镜头，王小
波坦言。

人民渠慈母山枢纽位于什邡市境
内，来自都江堰的水就是从这里翻过
水闸，进入什邡，然后顺着人民渠浩浩
荡荡奔向远方，流进各地农田。高空
俯瞰，犹如巨龙在连片的农田间游动。

“经过我们这里水闸的水，每年大
概有 30 亿立方。”四川省都江堰水利
发展中心人民渠第一管理处什邡市水
利管理站副站长杜斌说，人民渠保障
了下游农田灌溉和城市生活用水。

人民渠是都江堰扩灌工程之一，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省建成
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有“巴蜀新春
第一渠”之称。“采取边施工、边受益、
边扩展的方式进行建设。”四川省都江
堰水利发展中心人民渠第一管理处供
水科科长刘天军介绍，目前干、支渠达
到了上百条。

人民渠的建设，将都江堰的水引
到德阳、绵阳、遂宁等，滋养一方水土，
哺育一方人民。

“没有人民渠之前，德阳用水主要
靠当地小型河堰、泉堰、水井等，灌溉
保证率不足20%。”刘天军说，“人民渠
建成后，灌溉保证率达到 90%，粮食产
量也提高了1倍以上。”

一渠清水，共浇灌 500 余万亩农
田，哺育 300 余万人口。今天，它也
在为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注
入力量。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这也是都江堰与人民渠的真实
写照。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周鸿

今日关注：德阳

引来都江堰活水
人民渠浇灌天府良田

水流直下，撞出朵朵浪花，在阳光下闪
耀。在什邡市慈母山枢纽，来自都江堰的水
通过人民渠进入德阳境内，浇灌200余万亩
农田。

6月10日，由四川省同城化办、四川省
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共同主办，成都日报锦

观新闻承办的“从都江堰灌区看‘天府粮仓’”直播节目聚焦人民渠经过的德阳，
锦观新闻视频号、百家号、优酷、腾讯等多平台同步直播。

看进展学经验 会议开到项目上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在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 上接01版

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作为会
议主持人的市领导未按原定议程“出
牌”，穿插抽问参会各市级部门、区（市）
县政府（管委会）负责人。不少问题正
是方才现场调研中收集到的项目推进
涉及的具体问题，市经信、武侯、高新、
金牛、青白江、简阳等相关负责人均从
容作答。回答的内容里，既体现了“动
脑筋”，也富含各自工作特点，会场上满
是相互学习借鉴提升的良好氛围。

显著的成效
前5月招引44个项目、开工

50个、投运24个

“六个一批”项目揭榜挂帅，“揭
榜”是指市内各区域、各行业领域积极
投身赛马、比拼机制，“挂帅”意即责任
单位、主体单位负责人需亲自上阵强
力推动重大项目有力有序推进。

从市发改委提供的一组数据可以
发现，今年 1-5 月，成都全市“六个一
批”项目揭榜挂帅工作推进成效显
著。各区（市）县、相关市级部门聚焦

“三个做优做强”、产业建圈强链、“四
大结构”优化调整、幸福美好生活十大
工程等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部署，广
泛梳理并建立本地本部门“六个一批”
项目库。在此基础上，市发改委坚持

“优中选优、重中之重”，会同各单位遴
选确定各区（市）县市级示范项目 645
个，总投资9977.4亿元，均纳入成都市
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按月跟踪调
度。同时，16 个市级相关部门结合职

能职责，形成本领域“六个一批”项目
清单，持续加强行业统筹和协调调度。

1—5 月，谋划储备批次中，成华
区工业软件孵化中心、成彭快速路（彭
州段）等23个项目取得可研批复；

招引洽谈批次中，温江区莱诺医
疗器械研发及生产基地、青白江区大
洋集团全球供应链总部基地等 44 个
项目签订正式投资协议；

落地投运批次中，成都东部新区
航空经济总部基地、龙泉驿区杉杉国
际名品时尚中心等 50 个项目开工建
设，锦江区文化创意中心一期、新都区
泥巴沱森林公园二期等 24 个项目竣
工投运；

培优育强批次中，成都高新区乐
创自动化产品基地、成华区倍益康智
能制造基地 2 个项目业主企业成功上
市，简阳市港通智慧医疗装备生产基
地项目业主被认定为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激活提升批次中，天府新区农科

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园、邛崃市高
宇白酒仓储项目等 10 个老旧片区、工
业厂房启动腾退改造或项目建设，高
新区海峡友谊大厦、青羊区新琴台 2
个“烂尾”工程重新启动；

政策扶持批次中，金牛区、双流区
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推动蓉北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同位素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 2 个项目落地实施，郫都区第二
人民医院扩建项目等 43 个项目积极
争取或适用国家、省市扶持政策。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蔡宇 摄
影报道 制图 申娟子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多语种版出版发行

紧接 01 版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
发展和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集中展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
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世界的最新
贡献，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新境界、

实现新飞跃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

英文版自 2022 年 7 月出版发行以来，
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多语种版的出版发行，对于
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
增进对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
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认识，加
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
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上接01版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成都市

结合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高
标准编制完善乡村发展规划，以实施
基础设施提升、乡村风貌塑形、业态融
合提质等“十大行动”为抓手，推动 50
个先行村、50个重点村全面补短板、强
弱项、提能级，辐射带动全域乡村建设
水平整体提升。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高质量建设“天府粮仓”

初夏的成都平原，稻田披上绿装，
秧苗随风摇曳。

在崇州市“天府粮仓”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今夏的插秧季已经结束。
刚刚过去的5月，崇州一边抢收一边抢
种，完成 10 万亩小麦、18 万亩油菜收
割，并种下32万亩水稻。

“5 月初这片地上还是金黄的小
麦，经过机械收割后，旋耕、灌水、施
肥，马上就开始插秧。”崇州市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黄春江说，一个月时间，崇
州大地褪去金黄披上绿装，这离不开
农业机械化，目前崇州全市农业综合
机械化率达 92.9%。不仅如此，在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100 多种智能设备正
在精准运转，空气湿度、风力、土壤水
分、营养成分、作物长势、有无虫情
⋯⋯智慧农业守护着粮食高产稳产。

“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的期望，抓好粮
食生产，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黄春江说。

农业机械化，是保障粮食安全的
重要手段。今年1月，农业农村部公布
第七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区）名单。在

总共七批名单中，成都已有 11 个县
（市、区）上榜。

高质量建设“天府粮仓”，全力抓
好粮食生产，成都市正深入实施“五良
融合”工程，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连片推进建设“一带十园百片”粮
油产业园区，今年要确保完成新增耕
地 2.85 万亩、新增水田 1.7 万亩、建成
高标准农田 33 万亩，粮食播种面积稳
定在570万亩以上年度目标任务。

“这是今春刚刚整理出来的高标
准农田，如今全部通过机械化种上水
稻。”都江堰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科科长朱鑫介绍，2022 年 10 月
到 2023 年 4 月，都江堰市共整理 1.5 万
亩“藏粮于地”的高标准农田，将实现
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双量齐增。

种业安全，才能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邛崃天府现代种业园仍在加紧建
设，作为全国首批5个国家级种业园之
一、西南唯一的国家级种业园区，目前
2.1 平方公里种业总部区基本成形，93
平方公里种业生产示范区规模成势，
国家品种测试西南分中心等科创平台
建成投用，建成国家级制种基地 2.8 万
亩、省级保（育）种场4家。

围绕强化科技引领，今年成都将
加快建设天府新区国家成都农业科技
中心、邛崃现代种业园、新津天府农博
园等项目，力争郊区每个区（市）县拥
有 1-2 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园区；围绕
种业创新，将加快组建成都种业集团，
引进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的链主企业

和重点链属企业20个以上。

围绕乡村振兴五大战略
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看看是不是又有新变化？”站在
振兴广场上，战旗村党委书记、村主任
高德敏环顾四周，语气充满自豪。“5年
前，就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嘱咐
我们，乡村振兴要走在前列，起好示
范。”五年来，战旗村一年一个样，最近
一年，通过对红色旅游核心区重新打
造提升，村庄再次焕发新颜。

新打造的“战旗初心馆”内，游客
正驻足细看展板，侧耳倾听微党课，重
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战旗村时的情
景，观看战旗村发展纪实宣传片。今
年1-5月，已有50万游客沿着习总书记
走过的足迹，来感受这个村庄日新月
异的变化。

去年开业的天府战旗酒店，由战
旗村与国有企业合作开发，让村集体
经济持续增收。如今的战旗村有 3 家
酒店、10 多家民宿，台丽庄园建成运
营，吕家院子也在完善业态，正在打造
更多有品质的消费场景⋯⋯产业的兴
旺，使得战旗村700多名村民在村集体
企业务工或从事个体经营，还吸纳了
周边村子 200 人就业。2021 年底，战
旗村集体资产即突破 1 亿元，2022 年
集体经济收入68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
3.85万元⋯⋯

成都平原上，越来越多的村落和

战旗村一样，围绕乡村振兴五大战略
大步向前，亮点频出。

产业振兴上，新津区兴义镇张河
村借力天府农博园，发展特色餐饮、非
标民宿、茶馆等20多家，促进当地群众
就业 400 余人，返乡创业 12 人，村集体
经济年收益近60万元。

生态振兴上，大邑县沙渠街道祥
龙社区，利用优美的生态环境打造“稻
乡渔歌”景区，以大美林盘的生态价值
转化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组织振兴上，温江区万春镇幸福
村党委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引领作用，
依托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群团组
织、社会组织，采用“三自两化”模式，
在建设美丽新村过程中充分体现群众
自主性。

文化振兴上，都江堰市石羊镇打
造七里诗乡、音乐林盘、猪圈咖啡，依
托当地诗歌文化建成中国田园诗歌资
料馆、诗歌主题绿道，成为成都市乡村
文化振兴样板村镇。

人才振兴上，成都市创新实施农
业领域产业领军人才引进计划，截至
2022 年已引进院士、学者等高层次农
业科技人才 68 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扩大到36万人。

“总书记的嘱托，时刻提醒着我们
要砥砺奋进，带头朝着乡村振兴大步
向前。”高德敏说。

这，也是广大成都干部群众的心声。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娟

摄影 李冬

□本报评论员
看变化——
在简阳市禾丰镇连山村村民李祖芳眼里，

变化是收入的增加，“年收入比以往增加了2万
元以上”；在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高德敏眼里，变化是村庄的焕
新，“五年来，战旗村一年一个样”⋯⋯

见微知著、一叶知秋。一个个看得见、摸
得着的变化，折射的正是成都在乡村振兴中
继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的奋进姿态。

乡村振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
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明确
要求把四川农业大省这块金字招牌擦亮、
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特别
是在战旗村考察时，嘱托成都“把乡村振兴
这件事抓好，继续走在前列、起示范作用”。

省委将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
强省摆在突出位置，作出“四化同步、城乡融
合、五区共兴”的战略部署，农业现代化是“四
化同步”的重要支撑、乡村是“城乡融合”的重
要组成部分。

成都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贯彻落实省委安排部署，围绕“建好‘天府粮
仓’、聚力五个振兴、推进城乡融合、促进共
富共美”谋细笃实，勇担使命、团结奋进，持
续探索超大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之路。

如今，放眼广袤的成都乡村，农业高质高
效：农业机械轰鸣作响、来回穿梭，物联网接
入田间地头，藏粮于地更藏粮于技；农村宜居
宜业：农家小院窗明几净、房前屋后瓜果飘
香，乡村美田弥望、诗意栖居；农民富裕富足：
农旅融合融出致富路、特色产品卖出高价钱，
农民腰包鼓了、生活好了。

历史上，天府之国因农而立、因农而兴，
享誉天下。

新征程，成都要走在前列、起好示范，更
要勇于争先、挺立潮头——高质量建设新时
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成都片区，为“中国
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贡献更多成都力量；加快推动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持续做优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努力实现共同富裕，让
农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以乡村全面
振兴为成都现代化建设筑牢基石。

芒种时节，颗粒归仓的金黄麦粒，唱响
了丰收的赞歌；一望无际的碧绿秧苗，昭示
着明天的希望。春华秋实、不负耕耘。新征
程上，谱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
振兴篇章，成都，正奋斗在希望的田野上。

①新都精华灌区粮油基地

②游客在温江区和盛镇土桥村紫薇公园游玩

③俯瞰温江区幸福村

④崇州五星村，动车穿过盛开的油菜花田

⑤彭州市濛阳镇蔬菜育秧玻璃大棚

①①

④④

⑤⑤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冬 熊一凡 魏麟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