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厚植沃土
政策保障为“天府粮仓”

再添助力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
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的保
障。正值春耕关键时期，成都市
陆续出台各项政策，为农业发展
保驾护航。

记者从成都市发展改革委
获悉，日前，四川省下达成都省
级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项
目资金预算 10970.89 万元，占
2024年度省级促进粮油产业高
质量发展项目资金总规模的
46.1%，这意味着成都打造新时
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再添
资金助力。

据成都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责人透露，此次四川省下达成都
省级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项
目资金，主要用途是支持成都开
展粮油产业信息化提档升级、粮
油仓储设施（高标准粮仓）建设、
粮食品种品质品牌提升等工作。

其中，信息化提档升级资金
595.89万元，支持成都市12个区
（市）县的18个粮食购销领域监
管信息化建设项目。目前，成都
市粮食信息化项目已全面竣工
投入使用，实现全市地方政策性
粮食监管系统全覆盖，达成“穿
透式监管”。

粮油仓储设施（高标准粮
仓）共争取资金9375万元，用于
成都市4个区（县）的粮食仓储设
施项目建设，项目预计年内全部
开工，将推动成都市仓储基础设
施建设，在确保增储任务落地落
实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新一轮增储计划的实施，
全市将规划新建14个具备现代
储粮技术的高大平房仓和浅圆
仓仓储设施项目。”成都市发展
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构
建高效协同的库点网络，将有效

保障地方粮食安全。
粮食品种品质品牌提升项

目争取到省级资金1000万元，
将用于粮食品种品质品牌提升
项目，有助于提升地方粮食重点
企业的粮油加工能力。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
种业是农业基础性核心产业，推
动种业强市，成都也给出了满满
诚意。

近日，成都市2024年种业支
持政策项目申报已开启。据了
解，此次申报的补贴项目共有15
项，补贴范围覆盖了规模化生产
主体、新品种认定、种业“链主”
打造、种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
化、种业企业上市融资、种业人
才建设等方方面面。

其中，针对规模化生产主
体，将对在市域内100亩以上的
玉米和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
给予400元/亩补贴。

在推动种业科技创新上，成
都市也是大力度支持：新获批建
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将分别得到1000万元、
300万元配套资助。同时，支持
在蓉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
项目，按照实际国拨经费的15%
给予最高200万元配套资助。

AI管理、数字化育种
智慧农业让春耕
跑出加速度

大棚里，红红的番茄一串连
着一串，绿色的黄瓜一根连着一
根。通过AI的技术帮助，位于成
都崇州市的天府粮仓产业园的人
工智能温室里，不到2亩的面积可
以产出9吨番茄和0.9吨黄瓜。

去年底种植的番茄已经长
了四米高，被绑在高架上，叶间
的果实正红，着实诱人。下面的
矮架上有培养基质，番茄栽种在
培养基质里。培养基质里还插
入了滴灌管，番茄生长用的水、
经过电脑计算科学配比的肥料
通过滴灌管滴入培养基质。

AI农业走出实验室，迈步田
间。不仅是蔬菜水果，大田里，

“AI赋能‘天府粮仓’数字化升级
计划”已经选出1000亩试验田，

分成10块在今年的“水稻季”进
行对比实验。

天府粮仓产业园于2021年
引进AI农业项目，2022年试种
成功。此后两年时间里，中国农
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团队
已先期开展AI技术在崇州水稻
种植上的应用探索。

经过多次迭代更新，目前该
算法已经支持温室大棚种植的
反季节作物包括番茄、黄瓜等，
大田作物包括水稻、油菜、玉米
等，以及常规的蔬菜和果树等的
种植决策。

“什么时间段里肥料配比是
多少、什么时候增加光照、如何控
制浇水量，这些‘下一步要做什么’
的问题，电脑AI都会给出指导和
提示。”现场管理人员赵辉介绍，
他的工作就是按照AI的提示对
农作物进行管理并作记录。

而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
育秧、插秧等传统农业种植，也
迎来了新的变化。智慧农业的
快速发展，让传统农业变得更加
轻松简单。

“智慧农业”在春耕中“大显
身手”。位于新津宝墩镇玉龙村
的水稻育秧基地正呈现一派繁忙
的景象，新引入的数字化智能育
秧生产线，让春耕跑出“加速度”。

生产线自动化程度更高，填
底土、消毒、撒种、施基肥、盖土、
机械臂码垛等工序一气呵成，实
现了育秧全程自动化、机械化。
整条生产线只需1分钟，就能完
成40盘水稻育秧工作，尽显科技
范儿。而这条生产线一个小时
就能生产2400盘秧苗，可满足
120亩田的种植需求，大大提高
了育秧效率。

农商文旅融合发展
打造“天府粮仓”
新业态新场景

4月，一望无垠的绿色麦田
里，麦子长势喜人，吹风拂过，带
起一层层绿色的波浪。近日，成
都人自己的“喜洲麦田”在朋友
圈刷屏，多个麦田景观成为成都
市民的打卡圣地。

被誉为川版“小喜洲”的天

府新区籍田七彩乡村画廊，成为
近几年稻田景观的新晋打卡地，
这里有日系漫画中的乡村田野，
有云南大理喜洲古镇“同款”风
吹麦浪，还有童话小木屋+巨大
的稻草人。

农田景观变身热门打卡地，
不仅如此，在成都市的多个乡村
中，天府粮仓的新业态、新场景，
赋予了乡村更多可能性。

美学体验、竞技体育、线上
农耕……各种业态都能在新都
区新繁街道拾里庭院体验到。
这里恰到好处地保留了乡村的
淳朴，又增添了许多前沿元素，
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体验到
别样的农耕文化快乐。

拾里庭院·超级乡村位于新
繁街道汪家村，农耕文化是这里
的特色，“四零模式、共享元素”
成为乡村发展的手段，经过5年
迭代，领先于传统农村、区别于
现代城市的一种新型乡村社区
——“超级乡村”应运而生。

在拾里庭院内，一座“她能
量主题花园”美学空间藏身于
此，作为专门为女性打造的放松
空间，负责人李心然介绍说，主
要提供形体礼仪训练、自然音
疗、女性专题活动定制等。之所
以把主题花园放到乡村里面，是
希望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女性都
能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体会到生
活的美好，更多地去爱自己。

不仅有让人放松身心的美
学空间，更有让人激情澎湃的竞
技体育。“我们一共有11条箭道，
总共包含了30米、50米、70米三
个体验的距离，同时我们也支持
竞技反曲弓、复合弓、光弓、传统
弓，还有美式猎弓五种弓形体
验。”据拾里无争弓箭运动中心
负责人虞涵介绍，之所以把射箭
馆落地超级乡村，就是希望喜欢
射箭的朋友到乡村也能有专业
的射箭体验。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天府粮仓”为乡村高质量发展
增添强劲动力。利用好丰富的
农商文旅资源，做好加法，串点
成线，连线成片，未来将呈现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
和美乡村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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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Development

当春耕遇上智慧农业

成都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智能化水稻育
秧、全自动机械化运
苗、无人机植保撒药
……当下，广袤的巴
蜀大地春耕正酣，

“智慧农业”大显身
手，为高质量农业发
展积蓄动能。

作为超大城市，
成都如何发挥优势，
打造更高水平的“天
府粮仓”核心示范
区，筑牢粮食安全

“压舱石”？去年以
来，成都以“1+4”政
策体系为引领推动

“天府粮仓”成都片
区建设，耕地面积连
续3年实现净增长，
新建高标准农田33
万亩，实施灌区现代
化改造10万亩，粮
食产量231.9万吨。

持续推进产业
融合共兴，不断建设
高标准农田，推动农
业科技向新发展，打
造新时代更高水平
的“天府粮仓”，成都
一直在行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田怡

成都市新都区新繁街道拾里庭院——一种新型乡村社区。图据新都发布

天府粮仓产业园的人工智能温室。图据天府粮仓产业园

新津宝墩镇玉龙村水稻育秧基地的数字化智能育秧生产线。
图据成都新津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