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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静）同心
“家”年华，逐梦新时代。3月6日，由中
共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四
川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精神文明报
社承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协办的2023
年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家庭建设系列活
动正式启动。省直有关部门(单位)领
导，省直机关工会第四届女职工委员会
委员，省直各有关单位工会干部代表共
计100人参加启动仪式。

2023年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家庭建
设系列活动，是贯彻落实《四川省职工家
庭家风建设提升行动规划（2023—2025
年）》的重要抓手，是倡导广大职工家庭
要讲好家风家训传承故事，积极建设家
庭文化、深入宣传家庭美德、着力培育良
好家风，以好家风涵养好作风，以优良党
风政风带动清朗社风民风的重要举措。

今年的活动以家庭文化建设为主
线，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通过

开展“玫瑰书香香万家”读书活动、家庭运
动会、主题征文活动等形式，丰富和强化
广大干部职工的家庭文化建设，引领广
大职工家庭崇尚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启动仪式上，以全
国五好家庭荣誉获得者缪莎为原型的
原创情景剧节目《医者无悔》，生动讲述
了缪莎“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
的感人故事，温暖了人心，诠释了文明，
传播了正能量。家庭建设大讲堂也在

启动仪式上正式开讲，第一讲特别邀请
到了专家高敏带来《如何做好父母》专
题讲座。

近年来，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
会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切实履行工会基
本职责，激发基层工会活力，引领广大
职工家庭厚植家国情怀，重视亲子教
育，弘扬传统文化，崇尚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进一步推动四川省职工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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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平原的“馈赠”

蜀地被称为“天府之国”，是因为土
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它的富庶则是成
都平原特殊的地理位置所给予的。

“四川盆地是我国四大盆地之一，
但它的底部并不平坦，丘陵和低山所占
超过90%，唯有西部的成都平原才真正
算得上平坦广袤。”四川省地质调查研
究院旅游地学专家李忠东介绍，成都平
原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总面积
只占四川盆地的9%，但这9%的平阔之
地却成为最富庶的地方和古蜀文明起
源与发展的中心。

“成都平原是一个扇形冲积平原，
其形成要追溯到约200万年前，最初受
地质运动影响形成盆地。”他说，河流进
入盆地之后，大量从山区挟裹而来的泥
沙、卵石等冲洪积物质，沉积形成一系
列的山前冲洪积堆积扇，这些冲洪积扇
不断扩大，并彼此连接成片，最终形成
广袤的冲积平原。

这些沉积物上层的粘土或亚粘土，
富含矿物质和有机物质，形成肥沃土
壤，是古蜀人繁衍生息和成都平原农耕
文化形成的基础。这样的地质构造是
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重要原因。

水利灌溉的滋养

雨露滋润禾苗壮，万物生长离不开
水。成都平原的富庶很大程度得益于
岷江和沱江的滋养以及都江堰工程的
治理和科学利用。而都江堰治水之所
以取得成功，除先民孜孜以求的坚持和
聪明智慧之外，还得益于成都平原微微
倾斜的独特地理条件。

“成都平原在形态上呈一个倾斜扇
面，由西北向东南微微倾斜。”李忠东
说，从都江堰到成都主城区，直线距离
约50公里，海拔便由730米，降至500
米，自然落差约230米。“这样的天然坡
度，为岷、沱二江宏大的治水体系和自流
灌溉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地理基础。”

从古代大禹、李冰等人治水开始，
以至延续到近现代无数治水者的不断
扩建和完善，最终才形成今天岷江、沱
江宏大的灌溉系统。

如今的成都平原，无数的总干渠、
分干渠、支渠以及无数的堤、堰、闸如一
张大网，每一个细枝末节，每一个隐微
之处都能得到江水的滋养。

润物无声的气候

成都平原所处的北纬30度线属于
亚热带回归高压带，本应干热少雨，沿
着这一条线几乎都是荒漠或半荒漠地
区，唯有青藏高原东部的这一段是一个
例外。这是因为青藏高原的隆升不仅
阻挡了北方的寒流，还促使南方的印度
洋暖湿气流绕行而来，形成季风环流，
破坏了行星风系的控制，从而改变了这

里的水热格局，横亘在此处的干旱区向
西北退缩，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地区也
由干旱变得湿润多雨，成为最适宜人类
居住的乐土。“四川整体上气候地域性特
色明显，尤其是成都平原气候温和，雨热
同期，四季分明，多云雾，少日照。”四川
省农业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张菡说，与
长江中下游同纬度地区相比，四川盆地
春早冬迟，夏温不高，冬暖少严寒，气温
年变化幅度小；降水多夜雨，冬干夏雨特
点突出，春季多旱，秋季常阴雨绵绵。

她介绍，与长江中下游同纬度地区相
比，成都平原的气候特征无疑更适宜于农
作物的生长，这也是四川盆地动植物种
类繁多、农业资源丰富的主要原因之一。

川字号农产品的“探索”

四川是水稻、油菜种植大省，也是

育种强省，本省育成的品种占四川种植
面积的80%以上。杂交水稻最大的优
势就是产量高，解决了千万人吃饭的问
题；而杂交油菜直接关系着炒菜“香不
香”，关系着天府菜油品牌的知名度。

成都农林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所
长徐敬洪介绍，他们研究所自主研发的
杂交油菜品种和杂交水稻品种在四川
种植广泛。其中蓉油系列杂交油菜品
种不仅产量高、抗性强，而且出油率高、
香味浓；蓉优系列、锦城优系列杂交水
稻品种，品质优、适应性广、抗病性强，
高产示范每亩产量一般在700公斤以
上，推广面积正逐年扩大。

他还说，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十
分丰富，有一支强大的育种科研队伍，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广大育种科技
人员不断通过南繁北育，努力培育更
多更好的优良品种，实现中国碗装中

国粮，中国粮用中国种。

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

1978年，四川率先推行农业经营体
制改革，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迅速提升，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川积极推
动农村土地制度、农村税费制度、城乡
户籍制度和农民就业制度等多方面改
革，创新性提出“两田制”“增人不减地、
减人不减地”“大稳定、小调整”等改革
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农业产业化发
展新路径，极大地减轻农民生产负担。
21世纪以来，四川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
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践，强调重
塑城乡关系和走融合发展之路，着力破
解农民增收后劲不足的难题。

2007年，成都市获批全国统筹城
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由此开启了以

“还权赋能”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并为四川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

2011年，四川全面启动高标准农
田建设，提高土地产出能力，稳定增加
粮食产量。

2012年，政府主导的农业职业经理
人培育体系正式建立，鼓励年轻人回到
农村，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近期，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举
行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行
动方案新闻发布会，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厅长徐芝文介绍，为加快推进农业大省
向农业强省跨越，四川省委省政府专门
印发了《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
仓”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了建设目标，
到2035年基本实现粮食安全和食物供
给保障能力强、农业基础强、科技装备
强、经营服务强、抗风险能力强、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强的农业现代化强省目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杨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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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强化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始终不懈地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四川也在春耕前定下今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确保今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9500万亩以上，粮食产量达715

亿斤以上。同时，还公布了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近期及长远规划。
位居祖国西南的四川，为何从古至今，都能被称为“天府粮仓”？四川保障粮食生产的底气又来自哪儿？
3月6日，正值万物复苏的惊蛰节气，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启动“天府粮心”大型特别报道，邀请地理、水利、气候

以及农业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欲从多角度揭开天府粮仓的秘密。

四川盆地为啥能长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