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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引领农业现代化

万亩良田打出更多
“丰收粮”

崭新笔直的马路直通地头，纵横交

错的水渠加装衬砖，自动喷灌设备在田

间画出一个个“白圈”……看着长势喜

人的麦田，河南省安阳县瓦店乡贵庄村

种粮大户张洪文笑容满面。

张洪文承包的耕地位于安阳县高

标准农田示范区。“田里安装了先进的

水肥、田管系统，种的是高产稳产良种，

平均一亩地增产 90 公斤。收割、打捆、

耕种都是上门服务，农民轻松迎丰收！”

更让张洪文欣喜的是，高标准农田

建设“国家标准”有望在他眼前这片农

田中诞生。

今年初，第 11 批国家农业标准化试

点示范区项目名单公布。安阳县 3733

公顷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成功入选，将开

展一系列国家和行业标准验证与制定

工作，示范引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高

质量发展。

农业标准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2022 年 4 月，农业农村部牵头修

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以下简称

《通则》），统一新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

标 准 ，实 现 农 田 建 设 项 目 科 学 规 范 管

理。到 2030 年，我国将建成集中连片、

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生态友

好的高标准农田 12 亿亩，改造提升 2.8

亿亩，稳定保障 1.2 万亿斤以上粮食产

能，将“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此

次新修订的《通则》，将“建管并用”列为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近

年来，河南省探索推广农田管护“网格

长制”，落实管护主体、责任、内容，努力

做到“建成一亩、管好一亩、见效一亩”。

每天早上，漯河市郾城区商桥镇大

杨村村民、网格管护员靳广宾，都会到

田里转一圈，逐一查看机井、桥涵等农

田设施。一旦发现有设施损坏，他便用

手机拍照上报，当天就有技术人员前来

修缮。

漯河市将农田工程设施划分为乡、

村、变压器（台区）三级网格，设立“一长

三员”——网格长由种粮大户、种植合

作社负责人或村干部担任，管护员由责

任心强、有管护能力的村民担任，监督

员由村组干部、老党员等担任，农技员

由技术人员担任。

一旁的网格化管理公示栏上，除管

护员靳广宾外，还有网格长、监督员、农

技员 3 人的信息，下方明确标注着该网

格的管护范围。“照片、电话都贴在墙上，

干不好没法向乡亲们交代！”靳广宾说。

打造种业创新“航母”集群

为 丰 产 高 产 插 上
“科技翅膀”

绿油油的麦田间，4 台大型自走式

平移喷灌机缓缓移动，将细细的水雾均

匀洒向作物。在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

县老王坡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春耕春管

科技味满满。

“4 号地块的喷灌机流量设置为每

小时 130 立方米，时间 5 小时 30 分钟。”

麦田不远处就是高标准农田服务中心，

县农技专家陈振华正在指挥操作员调

整喷灌机参数。

面前的监控大屏上，实时显示着天

气、墒情、水质、苗情等数据。工作人员

只需要敲击键盘，输入参数，即可精准

操控农机设备。“10 名技术员坐在房间

里，就能轻轻松松管好 3 万多亩小麦。”

陈振华说。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

化。《农业农村部关于推进高标准农田

改造提升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应用，发挥大数据、人工

智能、遥感监测等先进技术作用，构建

高标准农田立体化监测监管体系，实现

农 田 建 设 全 程 信 息 化 监 控 和 精 准 管

理。”高标准农田里，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耦合，共同打造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引擎”。

耕地，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种子，

农业的“芯片”。良田与良种，共同筑就

“大国粮仓”。

进入 3、4 月份，河南省杞县种粮大

户许远超每天都要到他的小麦田地里

看一看。“我种的是我们与河南农业大

学合作开发的小麦新品种‘豫农 605’，

去年平均亩产量达到 1400 余斤，今年有

望创下新高。”

为打好种业创新翻身仗，建设国家

农业创新高地，2022 年 4 月，河南省印

发《“中原农谷”建设方案》，全力打造国

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种业创新“航母”集

群。

“‘ 矮 抗 58’获 得 2013 年 度 国 家 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是全国推广面积

最大的小麦品种；由新乡市农业科学院

自主研发的小麦品种‘新麦 58’近期通

过初审，成为我国优质强筋小麦的‘新

军’……”在“中原农谷”展示中心，讲解

员胡润雨指着展柜中的种子样品自豪

地介绍。

一年来，“中原农谷”建设成效初步

显现。2022 年，他们自主研发的多个小

麦、玉米新品种最高亩产均突破 900 公

斤大关。当前，河南省主要粮食作物良

种覆盖率达到 97%。

种业振兴行动，“一年开好头、三年

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突

破”。“今年是种业振兴‘三年打基础’的

第 3 年 ，我 们 的 工 作‘ 小 荷 才 露 尖 尖

角’。”在 4 月 1 日开幕的 2023 中国种子

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农业农村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扎实推

进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努力破解体制机

制障碍，加快解决农业生产对优良品种

的急迫需求，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种源自主可控。

资源变资产 农民变股东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引领共富路

“你在外打工挣钱，我在家帮你种

田。”河南省商水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

社打出这样的标语，面向外出务工的农

民开展“土地托管”服务。

“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还属于农

民，种什么农民自己说了算，收成全部

归农户。合作社只收取农业生产中的

服务费用，相当于农田的‘保姆’。”合作

社负责人刘天华介绍。

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广大农村

“谁来种地”、农民“如何增收”成为一项

新课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深入

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支持

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合作社根据

发 展 需 要 办 企 业 ，带 动 小 农 户 合 作 经

营、共同增收。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小田并大

田 ”，不仅有利于机械化耕种 ，也推动

农 业 规 模 化 经 营 。 种 粮 大 户 、家 庭 农

场、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一

系 列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不 断 涌 现 ，小

农 户 搭 上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的 快 车 ，进 一

步 推 动 农 业 转 型 升 级 和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 据 统 计 ，全 国 县 级 以 上 农 业 龙 头

企 业 引 领 各 类 农 业 产 业 化 组 织 ，辐 射

带动农户 1.2 亿余户，吸纳近 7 成农村

劳动力就业。

前 端 一 排 利 齿 的 玉 米 收 获 机 、张

着“大嘴巴 ”的大型收割机、带有多个

喷头的自走式喷药机……指着仓库中

的 各 式 农 机 ，许 昌 市 建 安 区 五 女 店 镇

村民赵保献如数家珍。赵保献的头衔

很 多 ——“ 退 役 军 人 ”“ 许 昌 市 种 粮 大

户”“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2022 年 ，河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印 发

《关于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

的实施方案》，鼓励农民工、大中专毕业

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创

办领办农民合作社。同时，采取项目资

金补贴、提供优惠贷款和技能培训等方

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

务组织发展，助推农业现代化。

“ 资 源 变 资 产 ，资 金 变 股 金 ，农 民

变 股 东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不 断 发 展 壮

大，推进农业现代化、奔向乡村振兴的

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希望的田

野上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徐徐铺展。

挑上“金扁担” 种好“中国粮”
—从河南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看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

■本报记者 张轩玮

相关链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

美味健康的果蔬需求不断增加。

近年来，“菜篮子”“果盘子”里有

哪些新变化？如何通过种业发展助力

农业强国建设，满足人们“舌尖上的幸

福 感 ”？ 日 前 ，在 海 南 三 亚 举 办 的

2023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上，与会嘉宾提出诸多新建议。

一粒好种子，处处是科技

“十几年前我去北京新发地批发

市场推销莲雾，人家问我莲雾是什么、

怎么吃？这些年过去，现在园里的莲

雾供不应求，我们也在不断培育优良

品种。”在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农业莲

雾示范园，企业负责人邢军提起变化，

感慨很深。

近年来，“菜篮子”“果盘子”品种

丰富、品质提升，得益于种业发展不断

加快。

会议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

新介绍了细胞工程育种解决柑橘籽多

的问题，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科学家许勇讲述了利用分子标记辅

助选择聚合高糖、脆硬果肉、抗病的西

瓜新材料……科技带来的变化，引起

很多人共鸣。

不少种业专家和科研人员表示，

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正在

深度提升果蔬等品种培育，我们应通

过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育种联合

攻关等，加快推动种业振兴。

企业扶优，培育振兴“领头雁”

“以蔬菜育种为例，以前培育出很

多品种，但实际种得并没那么多。”国

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张友军表示，种业创新应充分发挥企

业的主体作用，瞄准市场需求；应通过

政府、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同努力，切实

加快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培育。

在论坛上，《2023 年农作物种业

现代产业链发展蓝皮书》预研报告发

布，内容包括种业产业链发展动态、分

析，全球产业链发展态势、展望等内

容。

“我们希望通过坚持行业视角，分

析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痛点难点；坚

持全球视野，分析在哪些环节和领域

可以借鉴先进国家和企业的经验，互

相协同；坚持共创共享的方式，面向行

业征求意见、进行讨论和完善，反映行

业的共同呼声，推动产业链发展。”一

家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说。

企业强，则种业强。近年来，我国

种业企业扶优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

部从 3万余家农作物、畜禽、水产种业

企业中遴选出 270 家优势企业，对外

公布名单并给予政策扶持，进而构建

“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国家种业企

业阵型。

新修改的种子法施行，植物新品

种保护制度进一步健全，种业知识产

权保护专项整治和监管执法年活动深

入实施，登记品种清理持续推进……

相信随着鼓励创新的制度和环境不断

完善，推动产业发展，“菜篮子”“果盘

子”里色彩会更加丰富，不断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于文静、

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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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中原大地平畴沃野。在河南省安阳县瓦店乡高标准农

田核心区，一望无际的返青麦苗茁壮成长，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

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大规模高

标准农田建设将“望天田”变成“高产田”。截至 2022年，我国累

计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稳定实现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习主席曾经把农业农村现代化，比喻为“金扁担”。黄河岸

边，“中原农谷”加快落成，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推

进产业融合，施工队与千万农户一起投身热火朝天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有着“中原粮仓”之称的河南省，用全国 1/16的耕地生产

了全国1/10的粮食，“金扁担”越挑越稳。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推进农业现代化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习主席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严守耕地红线，稳定粮食播种

面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

从中原腹地到塞上粮仓，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广袤的神

州大地上，一幅幅春耕春种春管图渐次铺开。 近年来，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建成 3.1万亩老王坡高标准农田，曾经旱不能灌、涝不能排的“望天田”变身丰产

良田，预计亩均增产 300斤以上。 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