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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需要
更高水平的‘天府粮田’，需要更多的科
技投入。”1月11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省政协委员、四川
农业大学教授马均说。

从去年6月至今，马均参与制定了
眉山市东坡区永丰片区“天府粮仓”核心
区建设专项规划，作为省政协委员，他还
跑遍四川各地，对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
粮仓”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为什么要打造？
国家需要、四川需要

“目前中国粮食产量在逐年小幅上
升，但进口需求也在逐年上升，进口总量
约占自产量的25%，而且这个比例一定
会逐步升高。”马均解释，“随着大家生活
水平提高，肉蛋禽奶需求会进一步增加。
生产一公斤肉蛋禽奶，需要消耗几公斤甚
至十几公斤粮食，所以粮食需要只会不断
增加。如果遇到进口卡脖子，就会很危
险，所以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对四川来说，粮食需求显得更加迫
切。马均说：“四川已成为全国第二大粮
食调入省，从内在需求来说，也迫切需要
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粮仓”范围如何？
主要包括三大区域

传统观念认为，“天府粮仓”在成都平
原，马均称这实际上并不全面，“应该包括

四川全省范围，尤其是成都平原、川东和川
南的盆地丘陵地区、部分安宁河谷平原。”

此前，围绕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
仓”，四川省委指示省政协围绕此课题开
展研究，为省委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马均先后参加了调研和座谈。

通过实地调研和对具体数据分析，
参与人员认为，“天府粮仓”应包含成都
平原、安宁河谷平原，以及广泛分布于川
东、川南的盆地丘陵地区，“这3个区域
粮食播种面积占全省79.31%、产量占
81.84%，四川全省产粮大县中有68个分
布在这3个区域”。

近日，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建
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记者注意

到，《行动方案》指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
平“天府粮仓”，要按照一带、五区、三十
集群、千个园区布局整体推进，建设成渝
现代化高效特色农业带，推动成都平原

“天府粮仓”核心区、盆地丘陵以粮为主
集中发展区、盆周山区粮经饲统筹发展
区、攀西特色高效农业优势区、川西北高
原农牧循环生态农业发展区差异化发
展，到2025年建成30个国家和省级现
代化农业产业集群、1000个国家和省市
级现代农业园区。

还有哪些短板？
几个数据需要关注

马均说，四川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
省之一，也是西部唯一粮食主产省。打
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提出了四川
种粮从大到强的课题。

“有几个数据值得关注。一是高标准
农田建设，全国的比例大概是55%，四川
只有45%，还有10个点的差距。二是造
成差距的原因是四川产粮区域有70%是
丘陵地区，这些地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难
度很大，不少地方甚至还没有实现机械
化。三是从人均粮食产量来看，四川与全
国还存在一定差距。”马均说。

“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粮油品牌等
短板。你进超市就会发现，四川本地的
品牌很少，基本是东北或者国外的。”马
均说，“这两年，四川的稻香米品质不断
提升，涌现出以花中花等为代表的四川

品牌，但差距仍在。”

“粮田”咋实现？
核心是加大科技投入

马均认为，要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
粮仓”，首先要有“天府粮田”。“田是‘命
根子’，没有‘天府粮田’就没有‘天府粮
仓’。”马均介绍，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的
情况在近几年得到遏制，种粮面积也在
不断回升。

“除了落实好耕地红线外，一是要抓
好安全生产，特别要重视重金属超标的
问题。二是做好顶层设计，根据各地自
然禀赋、温光条件等做好规划。三是设
定种粮补偿机制，目前全世界种粮都有
补偿，建议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马均认为，要拥有更高水平的“天府
粮田”，核心是一定要加大科技投入。“这
段时间我一直构思提案，主要就是建议
加大科技投入。”马均说，“这些年粮食种
子的关注很高，实际上中国的粮种水平
已处于领先地位，反而是技术这块关注
较少，尤其是重大的、核心的攻关项目很
少。各地应避免走入‘种业关注太多，技
术关注较少’的误区。广大农户更迫切
需要突破性的轻简高效、提质增效技
术。对四川广大丘陵地区来说，要从技
术研发入手，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以科技支撑更高水平的‘天府粮
田’，从而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庆 王越欣

建设农业强省，聚集打造新
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把农
业大省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
耕地非粮化，逐步把永久基本农
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高标准农田。

省政协委员马均

1月10日，省政协委员，四川省中医
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田兴军接受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回
顾四川中医药这5年，在推动四川经济
社会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应有的作用，这
5年也是四川中医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
5年。四川作为西部唯一的国家中医药
综合改革示范区，坚持中医药事业、产
业、文化“三位一体”高质量发展，在推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
作用。

田兴军介绍，这些年在省委、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老百姓信中医、爱中医、
用中医得到了更大范围的认可；在疫情
防控及经济社会发展中，中医药发挥了

巨大作用；在全省各部门，特别是全社会
的参与下，四川中医药走向了新的历史
高点；新时代，为进一步增强我们民族的

文化自信，中医药就是一个破题、点题、
成势的重大载体。

田兴军说，下一步，他将和全省中医
药系统工作者一起，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
力，更大程度地推动全社会来支持关心中
医药的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出四川中医药人的贡献。

据了解，2022年，四川省中医药系
统以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为
总揽，以中医药强省建设为目标，坚持事
业、产业、文化“三位一体”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发挥中医药
独特优势，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人民
群众谋求中医药健康福祉；充分发挥中
医药独特作用，尽早、全程、深度介入疫
情防控，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当前，聚焦

“保健康、防重症”重点任务，正全力开展

新阶段新冠病毒感染中医药医疗救治工
作。推动中医药一二三产业融合，主动
融入地方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大局。
以文化铸魂，打造中医药文化高地，全省

“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氛围进一步
浓厚。

2023年，四川省中医药系统将进一
步落实省委省政府中医药重大决策部
署，汇聚力量，众志成城，改革创新突破，
围绕质量监管、医保政策、评价机制等9
个重点领域，着力构建中医药管理、保
障、服务、产业“四大格局”，打造科技、人
才、文化“三个高地”，推进区域协调、中
医中药协同“两大工程”，让更多群众切
实享受到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丰富可
及的中医药健康产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亚 杨金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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