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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王若晔 阚莹莹 燕巧）四川是全国13
个粮食主产省之一，也是西部唯一的粮
食主产省。为守牢建好天府良田，践行
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重要
使命，四川多措并举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8月22日，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举
行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新闻发布会，
介绍四川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2019年以来，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
设成效明显，连续4年获得农业农村部

通报表扬，先后两次获得国务院督查激
励。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2年，全省
新建高标准农田1403万亩，累计建成
5476万亩，迈上5000万亩台阶、居全国
第五，为粮食产量连续3年稳定在700
亿斤以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四川首次启动实施改造提升
建设项目，推动已建高标准农田改造升
级。同时，实行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有序开展都江堰灌区、蓬安县2个
全国首批试点，眉山市、遂宁市2个市和

大邑县、邛崃市、崇州市等10个县（市）
的省级示范，着力打造“天府良田”建设
示范样板。

如何坚守良田粮用根本，夯实“天府
粮仓”根基，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件事关
民生的实事办得更实、好事办得更好？
接下来，四川将围绕2030年把永久基本
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目标，实施
天府良田建设8年攻坚提质行动，推进
和扩大整区域试点示范，先易后难、逐片
推进，真正把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

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
代化良田。

为避免为“建”而建，着眼为“用”而
建，四川将严格执行于今年8月1日正
式实施的《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
规范》，落实分区域、按地类、依坡度建设
要求，强化设计、施工、验收全过程管理，
提升建设标准，保障工程质量，确保建一
片、成一片、用好一片。

新华社等多家中央、省、市媒体参加
新闻发布会。

当前，我省水稻陆续进入收获季，大
春丰收在望。作为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
区之一、西部唯一的粮食主产省，守牢建
好天府良田是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
府粮仓”的首要任务。

8 月 22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四川
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新闻发布会，围绕四
川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成效、下一步打算，
以及《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
范》，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详细解读。

成效如何？
管理体系成形、建设面积可

观、资金投入翻番、建设路径创新

“良田有保障，粮食才满仓。”发布会
上，农业农村厅厅长徐芝文介绍，2019
年以来，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明显，
具体体现在管理体系、建设面积、资金投
入和建设路径等方面。

锚定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主战场，
全省已构建起1个意见、1个标准、3个
办法和N个配套文件的政策制度体系。
同时，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476万亩，
面积居全国第五位；在全国率先提出中
省市县四级财政亩均补助3000元标准，
4年累计投入401亿元，较2019年前实
现亩均投入翻番。今年，四川还首次启
动实施改造提升建设项目，推动已建高
标准农田改造升级。

资金投入补助是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
话题。财政厅副厅长李世宏介绍，近年来，
四川各级财政部门多措并举、多向发力，
正构建起财政保障为主，社会资本和金
融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

今年，四川已成功争取高标准农田

建设中央财政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
金51.5亿元，省级财政已筹集落实高标
准农田建设补助资金22.2亿元。社会
投资也创新了多种方式，例如鼓励各地
采取直接补助、以奖代补、贷款贴息、政
府购买服务、资产折股量化等方式，支持
和引导个人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等承
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任务或筹资投劳
参与相关项目建设。探索开展高标准农
田建设贷款贴息试点，推动更多有信贷
需求的农田建设项目获得金融机构授信
放款。支持开展农业信贷担保和政策性
农业保险，按规定给予补贴，有效撬动社
会资本、金融资本投入。

值得注意的是，实行整区域推进，打
造“天府良田”建设示范样板，是四川高
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开辟出的新路径。

一些“先行者”已经有了收获。眉山
市东坡区是“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
化示范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引领
上，统筹考虑地形地貌、水文水系等特
点，提出构建“一核三带四片”粮食高产
高效示范布局。同时，东坡区以永丰片
区为核心，打造3个粮食产业带和粮经
套种示范带，划分4个片区建设万亩及

以上集中示范片。“去年6月以来，全区
恢复耕地14652.75亩，完成了2.5万亩
高标准农田新建，在永丰村还完成了
3340亩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东坡区
区长杨翔宇说。

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还要及时优先
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并实行特殊保护。自
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张帆介绍，按照国
土空间“三区三线”划定规则和《国土空
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
南（试行）》等规则规程规范，我省原已建
成的高标准农田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2892万亩。

下一步打算
在标准落实、攻坚提质、质量

提升、投入加大等方面持续发力

尽管成效显著，但在坡耕地占比高
达75.9%的四川，高标准农田建设仍面
临一些问题。例如，2020年以前我省建
成的高标准农田，因投入较少等原因，总
体建设标准较低，加之工程设施自然损
毁，有2000多万亩需要提质改造。地块
零碎、缺水缺路的坡耕地，亩均成本将超

过5000元，一些地方甚至超万元。
为规范建设管理行为，确保建设质

量达标，今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制定发布
了《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
已从8月1日起正式实施。《规范》明确
了哪里建、怎么建、保地力、如何管等重
要内容，突出了分区指导、宜机作业、能
排能灌、绿色理念等特点。

“这意味着我省高标准农田的施工
设计、建设管理、质量验收、管护利用等
有了可遵循的地方标准。”徐芝文说。

《规范》发布后，更重要的是确保落
实。省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赵宏伟介
绍，接下来将从构建责任明晰的工作运
行体系、搭建完善有效的实施保障体系、
建立切实可行的实施反馈机制等三方面
做好实施工作。

此外，建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
高标准农田，还必须有稳定可靠的水源
和渠系作保障。

水利厅二级巡视员刘锐说，下一步，
四川将继续发挥水网建设在夯实农田灌
溉基础、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方面的重要
作用，着力构建“三系八支、六横六纵”为
总体格局的四川现代水网体系，加快推
进以引大济岷为重点的“1+6+1+N”重
大水利工程，以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核
心示范区为重点，新建一批节水型、生态
型灌区，优先将大中型灌区建成高标准
农田。

“接下来，我们还将实施天府良田建
设8年攻坚提质行动，同时继续提升建
设质量、加大建设投入、补齐灌溉短板、
落实管护责任、强化法治保障，努力实现
在‘天府之国’遍地看到良田好土青苗
壮，见到五谷丰登粮满仓。”徐芝文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阚莹莹燕巧王若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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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雨心）草原
本是绿色的，“红色草原”因何而红？是
因为草原上曾发生过的一个个红色故
事。这里，分布着数量丰富的革命旧址，
生动展现了在辽阔草原上中国共产党带
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
历程，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处
处革命文物，无声诉说着百年奋斗的光
辉历程。

“红色草原”应该如何保护利用？草

原地区的“红色基因”又该如何传承？8
月23日，由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联合主办的全国“红色草原”保护利
用工作会将在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举
行。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将
齐聚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共话“红色
草原”如何更好地保护利用。而在全国

“红色草原”保护利用工作会召开前夜，8
月22日晚，来自全国12处“红色草原”
的13县代表，在红原县召开成立全国

“红色草原”联盟筹备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全国“红色草原”联盟章程》《全国

“红色草原”联盟倡议》，选举了四川省阿
坝州红原县为第一届理事长单位。同
时，联盟成员单位还共同研究制定了“红
色草原”联盟年度工作要点。

据悉，2022年8月，为传承草原地
区红色基因、助推草原资源保护修复，促
进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融合发展，国家
文物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公布了

全国首批12处“红色草原”名单。其中，
四川红原草原、甘孜草原、松潘草原3处
草原成功入选，四川成为“红色草原”数
量最多的省份。

值得一提的是，在23日的全国“红
色草原”保护利用工作会上，将举行首批
国家“红色草原”授牌仪式，以及全国“红
色草原”联盟成立仪式。此外，首批“红
色草原”主题游径——四川省阿坝州“红
色草原”主题游径也将在活动现场发布。

12处“红色草原”代表会聚红原

全国“红色草原”保护利用工作会今日召开

焦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