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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在乐山市夹江县甘江镇的
一片百亩稻田里，省农业农村厅的几名
专家走在田坎上，关注着今年的收成。

“这块稻田可不一般，这是采用新技术
‘淹水直播’种下的一片水稻示范田。今
年全省15个县共有500亩试验田，其中
夹江县有180亩，是省内面积最大的试
验基地。”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正高级农艺师周虹说。

什么是“淹水直播”？周虹介绍，简
单来说，就是直接将种子撒在与栽秧条
件类似的，有水层覆盖的大田中，这样不
仅可以防止鸟雀危害，还可以减少肥料
流失，实现了水稻生产的绿色、高效。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所
长李贤勇介绍，“淹水直播”跟原来湿润

直播比较，一亩田大概要节约成本 100
至 130 元，跟育秧、移栽相比，要节约
220至250元。

专家组根据田间长势，抽取了有代表
性的三块田进行单收单独计重的方法来进
行验收。验收分别经过严格规范的面积测

量、毛谷产量统计、含水率测量等步骤。“百
亩试验田的平均亩产是644.4公斤，生长状
况良好，产量也比较好。”李贤勇说。

76 岁的种粮大户张怀孝承包土地
已有11个年头，得知自家田里今年使用
新技术后产量有增无减，非常高兴。“种

了一辈子田，今年采用这个淹水直播，
在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学种了一回

‘懒庄稼’，不仅节约了成本，产量还能提
高10%左右。”

“‘淹水直播’技术为种植户节约成
本，增产增收，这一技术成果接下来将在
夹江县的种粮大户、农场进行推广。”夹
江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

据了解，今年全省水稻播种面积约
2815万亩，同比增加15万亩，而“淹水直
播”这一技术已在乐山市夹江县、内江市
资中县、遂宁市射洪县等15区县进行示
范。明年将进一步扩大范围，旨在为建
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特色高效粮
油产业带，做好技术和品种储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叶海燕
摄影 刘佳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博）近年来，
成都高新区积极推动数字政务创新改
革，探索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与数字政务
服务融合场景，提高行政事项审批效
率，提升群众、企业办事便利度和满意
度。近期，成都高新区网络理政办进一
步加强全体党员干部的党史学习，并将
党风廉政建设与区块链技术赋能下的

政务服务工作相结合，推动两者深度融
合，为高新区的政务服务提供严明的纪
律保障。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办事的便捷度
和满意度，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在线授
权模式，可以方便用户在异地企业开
办、群众线下业务办理中忘带或丢失
授权书（授权证明）等场景下，快速发

起授权、使用授权，解决纸质授权证明
材料开具和传递的麻烦；通过对授权
周期的设定，电子化的区块链授权证
明可在有效期内重复使用，对于需要
定期授权办理的事项，可以做到一次
授权、重复可用。

技术赋能政府服务，为群众带来方
便的同时，也需要严明的纪律来为其

保驾护航。为此，高新区网络理政办
通过开展党史学习、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要
求所有党员在工作、生活中以党的各
项规章制度及条例严格约束自己，积
极提升技术赋能政务服务工作的实操
能力，为群众办实事，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成都高新区网络理政办：加强廉政建设，护航技术赋能下的政务服务

“乡村振兴，产业要先行。而抓产业，
必须一抓到底，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一定有我’的思想觉悟。”8月10日，达州
市达川区召开二季度比学赶超推进会，总
结经验，查找问题。在参观点，大堰镇党
委书记柏江颇有感触，表示接下来还要再
加把劲，缩小与先进乡镇的差距。

“比学赶超”活动，是达川区今年全
面铺开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目的是晾
晒成绩、表扬先进，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激励全区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加压奋
进。本次活动聚焦巩固脱贫攻坚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采取现场观摩、集中展
示、晾晒评比、开会总结等方式，强力推
进乡村振兴事业。

博士回乡养猪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管村镇庞家村的鼎泰红岩子养猪场
项目建设现场，是当天的参观点位之
一。该项目是管村镇党委政府通过乡情
纽带招商引进的大型种养结合项目，计
划投资1.2亿元，以养猪为主，种植青花
椒等为辅。该项目一期30亩于今年2月
启动建设，目前已完成，计划8月中旬开
始饲养，届时存栏规模可达4900头。

“项目业主李洪权是本地走出去的
农学博士，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他回乡
创业，把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也带回来
了。”现场讲解员介绍。同时，该项目跟
德康公司合作，将采取保底价收购模式，
避免了市场波动风险影响。

“正式投产后，我们的年产值可达
2000 余万元，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挣
钱，预计可实现人均年增收 6000 元以
上。”李洪权介绍，附近的龙会乡花石岩
村种猪场项目正在抓紧建设，采取规模
化科学种养和循环农业模式。两大猪场
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将共同培育管村镇
的龙头优势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利用产
业的发展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管村镇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探索是
很成功的，无论是人才引进、项目建设还
是产业发展的经验，都可以借鉴。”参观
完点位后，与会的乡镇干部议论纷纷，认
为当地的模式让他们很受启发，“帮我们
打开了思路”。

盘活闲置资产
撂荒地变成金土地

石梯镇是铁山以西的一个明星乡镇，
但近两年，该镇不少已流转的土地撂荒，
农民实际收益较少，村集体经济薄弱，为
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

如何破局？当地党委政府找到了路子
——结合当地实际，大力发展高粱种植，
并将它作为一项重点农业支柱产业项目
来抓，以此带动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壮大。

在充分调查考察后，该镇通过引进
“晋渝糯3号”优质高粱，在辖区5个村采
用“业主+村集体+农户”模式，种植高粱
6000余亩，年产量可达2400余吨，预计
收入可实现1425万元，村集体年纯收入
131.25万元，带动本地当年就业1500余
人，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2000余元。该
项目完全实现订单式生产，有效解决了
农业产品销路的问题。不仅如此，该项
目还实现了金融资金投入100%，政府、
业主、集体和农民几乎实现零资金投入，
这在全省范围尚属首例。

立秋过后，这里的高粱逐渐成熟，已
有村民租用收割机采收。“今年收成好，
当年可回本，而且还有结余，这个项目解
决了农业产业发展见效慢、周期长的问
题。”该镇工作人员介绍，采收结束后，高
粱秆作为青储饲料销售给养殖场，增加

亩产效益，同时解决秸秆焚烧的环境污
染问题。

“金融资金100%投入产业项目，这
个办法非常好，实现了多方受益，也调动
了农民的积极性。回去后，我们将认真研
究学习，在延伸安仁柚产业链方面也做出
成绩来。”安仁乡党委书记刘治江表示。

网红进村带货
电商物流方兴未艾

石桥镇是达川区铁山以西最大的物
资集散中心，被赋予达川区经济社会建设
发展排头兵的重任。该镇的宝井寨村，建
设有电商物流业发展平台，直播带货等现
代电商业态，让当地农产品从昔日的“养
在深闺人未识”，变成了今日的“酒香不怕
巷子深”，再也不用为销路发愁了。

活动当天，受邀进村的三位网红一
起出镜，架起手机同步直播带货，人气蹭
蹭上涨。绿壳的土鸡蛋、平均每个 1 斤
多重的丰水梨、刚从地里采回来的葡萄
……当地特色农产品的订单，纷纷从全
国各地发来，紧挨着直播间的客服中心
忙得不可开交。走进直播带货现场，不
少与会人员不由得感叹“长了见识”。

石桥镇电商物流中心的负责人杨
强于 2015 年返乡创业，2020 年开启网
络直播销售农产品新渠道。今年，该中
心已吸纳18家当地的中小型养殖场、家
庭农场、返乡创业者、残疾人养殖户组建
了石桥镇农产品产业联合会，他们的产
品，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这种方式销售
出去的，成功探索出“种植+养殖+收购+
电商”产业发展模式，辐射周边80%的行
政村，受益群众2000余户。

“这个在农村发展起来的电商平台，
实现销售收入 700 万元，净利润 280 余
万元，还培养电商骨干 20 余人，很了不
起，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学习。”达川区
龙会乡党委书记郝文雄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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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一抓到底 带动百姓增收致富

达州市达川区用“比学赶超”促进乡村振兴

夹江水稻试验田平均亩产超640公斤

“淹水直播”让农民种了回“懒庄稼”

“淹水直播”试验田获得丰收。

达州市达川区二季度比学赶超推进会，与会人员参观管村镇生猪养殖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