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
推进农业专业化生产
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金秋9月，成都崇州市的天
府粮仓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稻
田里，水稻颗粒饱满，金黄的稻浪
随风起伏，一排排收割机整齐有
序缓慢前进。

崇州粮油储备有限责任公司
农业负责人杨福明介绍，“现在收
割的这一片，处于崇州长江上游
优质粮油中试熟化基地内，今年
田间展示水稻品种703个，包括
钱前、程式华、胡培松等院士培育
的品种，目前累计筛选出62个粮
油品种在全省推广，占全省主推
品种的80%以上。”

2013年，崇州市在天府粮仓
产业园内开始建设十万亩高标
准农田，主要种植水稻、小麦和
油菜等粮油作物。“现在崇州高
标准农田占68%，天府粮仓产业
园内占80.5%。”产业园相关负责
人刘波说。

除了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之外，今年8月，成都印发了《成
都市深化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
建设的十条措施(试行)》，着力壮
大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到2025
年，全市将培育打造一支以5万
名农业职业经理人为引领、拥有
40万人以上规模的高素质农民
人才方阵，强化成都市乡村振兴
人才支撑。

成都市首批农业职业经理
人便来自崇州市。王伶俐是崇
州市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高级
农业职业经理人。2015年大学
毕业后，她毅然选择回乡“种
田”，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和经
验植入农业合作社，推动杨柳村
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带
动入社农户增收致富。如今，合
作社入社农户 1500多户，经营
管理土地 3900多亩，年经营收
入1000余万元。

“目前，崇州市农业职业经理
人有2500多个，其中45岁以下
的有1300多个。同时，我们农业
职业经理人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逐步朝着年轻化、高知化方向转
变。”崇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市农业职业经理人

带动小农户3万户，户均增收3000
余元。

据统计，目前成都的持证农
业职业经理人已超过2万人。这
些活跃在生产、经营、管理各个
环节的“农业CEO”们，正成为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主力军，有
效引领带动现代农业规模化集
约化发展。

加快推动“藏粮于地”
大邑累计建成

高标准农田20.79万亩

9月中旬，走进成都市大邑
县安仁镇新福社区，茂林修竹映
入眼帘：成片平整的稻田向远处
蔓延，望不到边；白色外墙的二层
小楼，在绿树掩映下显得清幽雅
致；骑行绿道、硬化沟渠纵横交
错……满眼皆是风景。

“这些都离不开高标准农田
建设。”新福社区党委副书记朱
艳秋介绍，自启动高标准农田项
目以来，新福社区完善了水、土、
田、路等生产设施，一方面生态
效益明显，提高了土壤肥力、节
约了水资源。另一方面老百姓
的生产、生活方便了。更重要的
是，农业综合产能提升，农民增
收了。

“如今，通过高标准农田建
设，旱能浇、涝能排，为粮食生产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虽然今年受
高温天气影响，但是我们的水稻

依然长势良好。”在10万亩高标
准农田粮油产业示范园区，一株
株水稻秸秆上缀着饱满的果实，
种植大户付玉英对今年的产量充
满信心。通过测算，今年种植的
荃优822产量从原来每亩600多
公斤提高到700多公斤，“最关键
的是产出的大米品质提升了，相
应的价格也上来了。”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和提高
粮食生产能力的重要基础。集
中连片的农田、平整通畅的道
路、能排能灌的沟渠、完善的生
产设施……近年来，大邑县按照

“能排能灌、旱涝保收、宜机作
业、高产稳产、生态友好”的标
准，坚持新建和改造提升并重，
加强田型调整、渠系配套、道路
改造、地力提升，促进田网、水
网、路网、观光网、服务网、信息
网、设施用地网“七网”配套，谋
划了一批“集中连片”“旱涝保
收”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成了
一大批优质良田。

“截至目前，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20.79万亩，建成后的高标准
农田亩均增产120公斤左右。”据
大邑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县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促
进土地流转率从2011年的10%
提高到了2022年的92%，主要农
作物种植机械化率从2011年的
45%提高到了2022年的90%，稳
定了粮食生产。

推进农业生产“三品一标”
邛崃“天府粮仓”

入选国家级典型案例

9月22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发布了2022年全国农业生产“三
品一标”典型案例名单共40个，
邛崃是成都市唯一的上榜单位。

邛崃市地处成都平原西南
部，属都江堰精华灌区，土壤肥
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适宜水
稻、油菜等粮油作物生产，是国家
级水稻制种大县、全国产粮大县
和粮食生产先进集体，目前已建
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天
府现代种业园。

天府现代种业园是成都市级
重点农业园区中唯一的种业产
业园区，正全力构建以杂交水
稻、油菜种业为基础，畜禽、蔬菜
等种业为突破的“大种业”发展
格局。依托天府现代种业园“一
库一院五中心”，邛崃市引进企
业21家、科研团队10个，自主研
发“荣两优99”“川康优2115”等
新品种35个，推动“天府菜油”新
品种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等8个科
技成果转化。

近日，“邛酒粮芯·高粮红了”
酿酒专用粮丰收仪式在天府现代
种业园举行。“邛崃市气候温润，
一直以来并不是高粱的最佳种植
地，公司于2020年与四川省农科
院合作，培育的‘川贵红9号’专用
酿酒糯高粱，将终结这一认知。”荃
银生物总经理唐彬说，首次示范
种植的140亩，无论是田间表现
还是产量都很不错，“事实证明

‘川贵红9号’适合邛崃市种植。”
邛崃市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该市大力实施农业生产“三
品一标”提升行动，积极推进农业
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生产，促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据统计，邛崃市2021年粮油播种
面积72.3万亩，总产量27.2万吨。

下一步，邛崃市将继续坚持稳
粮保供基础支撑和效益增长发
展引领并重，实现粮油产业“产能
更高更稳、效益更好更优、环境更
绿更美”的发展水平，全面呈现“种
灵育秀、精耕细作、美田弥望、五谷
丰登”的“天府粮仓”邛崃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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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优做强现代农业

成都奋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9 月 23 日 ，
2022 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主会场活
动 在 成 都 举 行 。
这是自 2018 年首
届丰收节举办以
来，首次在四川设
置主会场。

在庆祝丰收
的同时，成都如何
建好“天府粮仓”也
备受关注。今年6
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 川 视 察 时 强
调，成都平原自古
有“天府之国”的
美 称 ，要 严 守 耕
地 红 线 ，保 护 好
这 片 产 粮 宝 地 ，
把粮食生产抓紧
抓 牢 ，在 新 时 代
打造更高水平的

“天府粮仓”。
今年 8 月，成

都市印发《打造更
高 水 平“ 天 府 粮
仓”成都片区的实
施方案》，提出力
争通过3年努力，
提升建设 1 个十
万亩粮油产业带、
10 个以上十万亩
粮 油 产 业 园 区 、
100个万亩粮经复
合产业片(园)区。

当前，成都正
从建好高标准农
田等方面持续发
力，让沃野千里的

“天府之国”变成
家喻户晓的“天府
粮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金祝

▲金秋九月，大
邑安仁镇金色的
稻田。

◀大邑安仁的丰
收景象——晒谷
子。

◀王伶俐是新一
代农业职业经理
人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