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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扛起粮食生产的重任
——“天府粮仓”新实践扫描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建设教育强国，
离不开中西部地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着力促进
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中西部地区各级
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发展水
平显著提高，支撑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力切实增强，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补短板、强弱项

在青海，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果洛
藏族自治州气候高寒，优质教育资源匮
乏。曾几何时，得到优质的教育、照亮学
生成才的梦想，是这里最深切的期盼。

在上海市的援助下，专为解决农牧区
孩子上好学的果洛西宁民族中学，于
2019年正式开学。绿意葱茏的校园环
境、设施完善的学生宿舍、数字化的智能
教室……这里，是果洛藏族自治州孩子们
在西宁的家，也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中西部教育
置于全国教育总体格局中优先谋划设计，
保障每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为中西部教
育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补齐学前普惠资源短板——不断提
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截至2023年，
中西部地区有17个省份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比2013年增长超过20个百分点，“入园
难、入园贵”问题得到极大缓解。

落实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求
——《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
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政策出台，完善保障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
项目实施力度，提升薄弱学校、农村学校
办学条件；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坚决守住
不让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的底线。

推动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
意见》出台，打造西北高等教育发展新引
擎，建设西南高等教育开放高地，促进中
部高等教育协同联动，在西北、西南、中部
三大区域分别布局建设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的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教育部等有关部门通过一系列政策

举措不断提升中西部教师队伍质量。实
施部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开
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
计划、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
等，为中西部地区培养补充本科层次高素
质教师；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
项计划、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
才“组团式”帮扶、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
等系列支持计划，有效推动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

搭平台、促转型

黄土高原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堡

镇曹洼小学传来阵阵歌声。
校园里，曾经与羊群相伴长大的学

生，现在通过教室里可触控的“智慧黑
板”与城市孩子联系在一起，同唱一首
歌。

在我国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实现教育
公平是人们的夙愿。数字教育，为推进教
育公平提供了新解法。

2022年3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
平台正式上线，接入中西部地区12个省
份的省级平台。

靠着一根网线，越来越多一流教育教
学资源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
教学”，越来越多高水平大学课程通过“慕
课西部行计划”“同步课堂”实现“好课西
北飞”。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统计数
据显示，2023年，每百人学生页面浏览量
排名前十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区占70%；
每百人教师页面浏览量排名前十的省份
中，中西部地区占60%。

此外，截至目前，“慕课西部行”等面
向西部高校提供20.68万门慕课及定制化
课程服务，帮助西部地区开展混合式教学
935.95万门次，为西部高校广大师生提供
一流的教育资源和服务。

一根根网线，上通都市、下连山区，点
亮千万中西部学子的梦想。

增活力、添动力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脱贫攻坚各项

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通过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
学生专项计划等举措，助力数以百万计的
贫困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

诸多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中高等职业
教育，努力实现“职教一个、就业一人、脱
贫一家”；

选派近万名干部人才参与一线脱贫
攻坚任务，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走进乡
村、贴近群众，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
科技成果应用到扶贫工作中，把青春挥洒
在扶贫路上。

继续推动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对于
持续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关于实现巩固
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意见》《关于加快建设高质量乡村
教育体系 推进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的
意见》等，为乡村教育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此外，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深化直属高校定点帮扶工作等一系列
务实举措也在持续进行。教育系统将汇
聚多方合力，书写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
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微风拂青苗，良田育稻秧。仲夏的川
蜀大地，田间地头一派火热劳作景象。

四川有着“天府之国”盛名，自古以来
就是农业大省，素有“粮猪安天下”的美誉。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
察时指出，要“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
府粮仓’”。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
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加强良种和良
田的配套，多产粮、产好粮，为端牢“中国
饭碗”作出更大贡献。

良田筑“耕”基“粮仓”再升级

夏日的水稻田，满眼翠绿，一望无际，
远处高架铁路桥上，一列列高铁列车疾驰
而过。

这是成都平原南端的眉山市东坡区太
和镇永丰村，属于“天府粮仓”的核心区。

种粮大户王元威感慨道，以前永丰村
的农田不少是“巴掌田”“鸡爪田”，如今，
细碎零散的耕地变成了“田成方、土成型、
渠成网、路相通、沟相连”的高标准农田，
连片农田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种植。

有良田才能种好粮。耕地红线不仅
是数量上的，也是质量标准。2023年，四
川全面摸清630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中高
标准农田底数，实施“天府良田”建设攻坚
提质行动，围绕“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
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目标，全年新建和改
造提升高标准农田425万亩。

“有肥无水望天哭，有水无肥一半谷”，
高标准农田建设离不开农田水利设施。农
业大市四川绵阳，自2023年起计划用三年
时间完成“提水、输水、蓄水、管水”四大工
程，新增和恢复灌溉面积超100万亩。绵阳
市水利局局长马建光说：“计划总投资超
100亿元，将惠及群众超100万人。”

随着家门口农田水渠的完工，四川绵
阳梓潼县石牛镇种粮大户白其军已在新
流转的200余亩高标准农田里种上了水
稻。“这儿的农田有灌溉保障，可用很多

年。”白其军说。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耕地是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四川以“长牙齿”的
硬措施常态化保护耕地，在省级层面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的若干措施》，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成为本行政区域耕地
保护第一责任人……一系列“组合拳”正
在全力夯实“天府粮仓”根基。

眉山、绵阳、达州等市分级分类建立
耕地利用和撂荒地整治“两本台账”，明确
任务、责任、时限“三张清单”。经过集中
整治，四川全省大面积撂荒地基本消除。

绵阳市的粮食产量连年位居四川各
市州前列，为有效遏制耕地撂荒，绵阳在
逐村逐户摸清撂荒地底数基础上，分析撂
荒原因，明确复耕承担主体、复耕方式、复
耕品种，形成整治方案。

2023年，绵阳完成全部撂荒地整治
340余亩；2024年，成都市将腾退低效果
木地，恢复粮食等重要农作物种植5万亩
以上……

建良田、稳耕地，四川正以扎实举措
夯实根基，推动“天府粮仓”建设迈向更高
水平。

聚焦种子创新守护粮食安全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也是粮食
安全的关键所在。

6月中旬，成都平原已“关秧门”，田
间插秧结束。大邑县种植大户万富旭每
天都会查看秧苗生长情况。去年，他种植
的水稻亩产超过800公斤，使用的稻种是

“川康优2115”。
“今年种了2200亩，产量高，还很省

心。”看着绿油油的秧苗，万富旭露出满意
的笑容。

“川康优2115”是西南作物基因资源
发掘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发掘培育的
水稻新品种。实验室党委书记任万军说，
实验室围绕粮食生产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性成果，发掘培育的“川康优2115”入选
全国农技中心公布的2024年度超级稻确
认品种名单。

据介绍，近3年来，西南作物基因资
源发掘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50多个新
品种、10多项新技术年推广面积已超过
4000万亩。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强化供种
保障能力建设，培育壮大种业领军企业
……四川正在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走进成都邛崃市的天府现代种业园，
农用植保无人机、墒情监测仪等设备对水
稻新品种进行全方位“看护”。天府现代
种业园已建成国家级制种基地2.8万亩，
制种大户、技术专家、种子研发公司、品种
测试中心……这里已逐渐形成四川种业
发展的“产业圈”。

种业园里，还有占地面积约10亩的
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可保存农作物种
质资源52.4万份，保存期可长达50年。

种业振兴，不断“开花结果”。眉山市
东坡区目前已有杂交水稻制种面积2.8万
亩，年生产杂交水稻种子560万公斤以上。
东坡区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管委会主任
何涛说，永丰村建成了四川省规模最大的水
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地，每年选育出适合
当地种植的优良品种。今年，基地正在对
70个水稻新品种、5项新技术进行中试。

没有种质资源，育种就是无米之炊。
作为全国四大育制种基地之一的四川，为
全国贡献了五分之一的杂交水稻种子、三
分之一的杂交冬油菜种子，如今，以种业
为重要抓手，提出到2025年，全省现代种
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初步实现由种业
大省向种业强省转变。

培育“新农人”蹚出“兴农路”

粮食生产，关键在人。当前，川蜀大
地涌现出一批批开得了新农机、懂得用互
联网的“新农人”，给乡村带来新理念、新

技术，蹚出一条条“兴农路”。
“90后”种粮大户王涛是土生土长的

永丰村人，2019年底，他辞去深圳一家外
贸企业的工作，回到家乡流转150亩土地
种植水稻。

“我从小就在田里干活，过去农民主
要靠经验种地，现在是靠科技种地。”王涛
说，向其他种粮大户“取经”的同时，他还
积极参加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的培训，学到
不少新技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四川
多地积极建机制培育“新农人”，出台各类
支持政策，让他们留得住，干得起劲，带动
农民增收、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中江县是四川粮食生产大县，“90
后”常滔是该县永太镇长河村的一名返乡

“新农人”，也是中江县永太镇金穗源粮食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现在农业政策这么好，大户有补贴，
农技有培训，农水、农田等基础设施都建
得好，只要有好想法，掌握新技术，就有很
大机遇。”常滔说，合作社服务面积已从
2022年的1万亩增加到现在的2万亩，覆
盖区域从本县扩展至周边县区。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扶持“新农人”、壮大新型经营主体队
伍，四川作出实施粮食扩面增产工程、量
质并重建好“天府良田”、强化农业科技和
装备支撑等系列部署。今年，四川以粮食
生产为主的新型经营主体达到3.8万余个。

四川粮食生产的方式正在悄然变化，
新型经营主体以更高的效率推动“天府粮
仓”朝更高水平迈进。作为全国十三个粮
食主产省之一和西部唯一的粮食主产省，
2023年四川粮食总产量达718.8亿斤，创
下26年来新高，“天府粮仓”为端牢“中国
饭碗”提供了坚实保障。

肩负历史使命，扛起时代责任。川蜀
大地上，正呈现喜看稻菽千重浪的丰收图
景…… （新华社成都6月19日电）

多措并举精准施策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发展水平成效显著


